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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地区人物志
·

靖 国 军 宿 将 郭 坚

赵怀忠

摘 要 本文简述 了郭坚一生的戎 马生涯
,

特别是他在讨伐反革命战争中的主要事迹
。

关键词 靖 国军 辛 亥 计逆 讨衰逐 陆 反段倒 陈 殉难

陕西靖国军是 1 9 1 7年 2 月至 1 9 2 1年 5 年间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

《 临时约法 》
,

解散国会和反抗其独裁统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
。

郭坚曾任初期总司令和

改编后的第一路司令
。

他 自1 9 1 1年辛亥起义到 1 9 2 1年遇难止
,

历经了
“
辛亥
” 、 “

讨 袁 逐

陆
” 、 “

讨逆
” 、 和 “ 反段倒陈
”
诸重大革命战役

,

其战斗力量儿经起落
,

兴而不衰
。

他的

革命战斗生涯
,

反映了陕西人 民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 的艰难痛苦过程
。

弃学从戎 投 身革命

郭坚 (字方刚 )
,

原名振军
。

陕西蒲城县东南乡平陆村人
。

1 8 8了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
。

父亲以 农耕为业
,

喜爱地方戏碗碗腔 的乐器
,

在农闲演出中常充当乐师 (对郭以后喜爱

乐器有一定的影响 )
。

8 岁入本村私塾
,

聪颖异常
,

博闻强记
,

敏而好学
,

成绩优异
。

戊戌

维新后
,

就读于蒲城县立高等小学堂
。

在学习 巾接受 了一些西方的 自然科学知识 和资本主义 民

主政治思想
,

时值甲午之后
,

外祸 日呢
,

政治腐败
,

民困 日深
。

另一方面
,

以孙中山为首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

农民 自发的反清风暴
,

如火如茶
。

郭 自幼不事家人生产
,

侈口好谈

天下事
,

性康爽
,

好结交
,

不受封建礼教的灼束
,

豪侠 自负
,

越旦识过人
,

遇一不平事
,

辄喜

以武犯禁
,

拔刀 相助
。

弱冠时
,

尝闻人谈
,

,

排满革命
,

篷起 曰
: “

此吾人之责也
” 。 当时

,

他自不能安于
“ 闻铃上课

,

闻铃下课
”
的学校生活
。

1 9 0 8年震动全省的
“ 蒲案
”
对郭的思想

震动较烈
,

他认识 到
“
坐而学

,

不如起而行
,

空谈不如实行
” 。 乃广结纳豪杰

,

密谋举事
。

有意识地和 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如常明卿
、

张斌
、

张 东
`

;等结交
,

并虚心求 狡
。

1司时又和在

地方有一定社会势力的
“ 哥老会
”
首领人物及其在 比会 }: 行侠仗义的
“ 刀 客 ” 如党玉垠
、

王

汪
、

李雄三等知名人士
,

暗暗联络
,

结 kj] 团体
。

在蒲城 一带
,

逐渐发展成一股潜在势力
。

1 9 1 1年
,

辛亥革命军兴
。

陕 西 革 命 前 辈 张 凤 翎 等 人

,

左 西 安 揭 竿 而 起

,

响 应 武 昌 起 义

。

郭 坚 在 蒲 城 闻 讯 后 即 率 同 他 有 联 系 的 同 仁 志 士

,

星 友 弛 赴 西 安

,

投 入 秦 陇 复 汉 军 (他 减学生

军 ) 参加 战
一
牛

,

抢 夺 军 装 局

,

为 推 翻 清 王 朝 在 陕 西 的 统 治 作 出 了 自 己 的 贡 献

。

辛 亥 革 命 胜 利 后

,

陕 西 建 立 起 了 以 张 风 翎 为

一

首 的 民 主 政 权

-

— 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府
,

郭

收 稿 日 期
: 1 9 9 3年 2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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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辰 ) 的外 交司 (后 改名 交通 司 ) 任职
,

为 司 长 所 器 贡

。

旋 因 陕 西 秦

陇 复 汉 军 东 路 招 讨 使 陈 树 藩 在 大 荔 新 成 立 队 伍

,

想 利 用 地 方 武 装 编 制 成 军

,

就 召 郭 坚 为 他 收

纳 的 地 方 豪 侠

,

这 就 是 郭 坚 参 加 武 装 队 伍 的 开 始

。

他 的 得 力 助 手 则 是 耿 直

。

适 清 军 两 路 攻

陕

,
他 与 耿 直 在 大 荔 募 集
“
刀 齐
”
和 脱 离 土 地 的 农 民 组 成 民 军 数 百 人

,

光 复 同 州

,

响 应 省

五 、
,

一

廿
“
冯 诩 军
” ,

参 加 战 斗

。

尝 率 部 驰 援 二 泞

、

败 升 允 兵 于 通 神 沟

,

乾

、

礼 后 方 得 以 无

恐

。

共 和 告 成

,

所 部 改 编 为 巡 辑 营

,

他 任 营 长

,

耿 直 任 连 长

。

后 因 执 行 任 务 中 发 生 了 抢 掠 人

民 财 产 的 严 觅 违 犯 军 纪 事 件

,

巡
瞬 营 的 翻 号 被 取 消

,

郭 以 驭 下 不 严 被 给 于 免 职 处 分

。

郭 被 免

职 听

,

流

一

亡 河 南 镇 汤 军 刘 镇 华 处

,

约 有 年 余 时 间

。

后 河 南

“
白 朗
”
率 众 来 陕

,

郭 得 讯 后

,

立

即 由 豫 返 陕

,

同 胡 立 生

、
{次 直 等 人 追 随 陈 树 落 率 军 追 剿
。

斯 时

,

陈 未 给 郭 任 何 名 义

。

护 国 举 义
一

一
讨 袁 逐 陆

1 9 1 4年 初
,

河 南 的 白 朗 农 民 起 义 军 从 商 洛 入 陕

,

袁 世 凯 即 以 陕 西 当 局
“
剿 匪 不 力
”
为

名
,

派 其 亲 信 陆 建 章 为
“
剿 匪
”
总 司 令

,

率 北 洋 军 第 七 师 入 陕

。

陆 乃 皖 系 军 阀 的 重 要 人 物

,

是 镇 压 人 民 革 命 运 动

,

屠 杀 民 党 人 士 的 刽 子 手

,

人 称 c’l 击屠伯 ”
。

陆 建 章 督 陕 后

,

与 陕 西 巡

按 使
吕 调 元 狼 狈 为 奸

,

极 力 排 除 异 己

,

解 除 革 命 力 量

,

废 除 辛 亥 以 来 陕 西 的 一 切 新 政 措 施

,

大 肆 镇 压 革 命 活 动

,

捕 杀 革 命 党 人

。

陕 西 人 民 同 北 洋 军 阀 的 矛 盾 日 益 加 深

。

1 9 1 5年 12 月 13 日
,

袁 世 凯 盗 国 称 帝

,

全 国 人 民 愤 怒 声 讨

,

护 国 运 动 风 起 云 涌

。

陕 西 民 主

人 士 和 人 民 策 应 云 南 的 护 国 战 争

,

掀 起
“
反 袁 逐 陆
”
的 斗 争

。

19 16 年农历 2 月 21 日
,

郭 坚

、

耿

直

、

曹 世 英

、

高 峻 等 在 山 西 炸 名 民 党 人 士 李 歧 山 (鸣凤 ) 的 策应 下
,

J’. 白水树
“
西 北 护 国

军
”
旗 帜

, ;
每 峻 任 总 司 令

、

郊 任 副 司 令

,

通 电 讨 袁 逐 陆

;
在 渭 北 一 带 聚 众 数 千 人

,

由 韩

、

合

进 入 陕 北

,

扩 充 兵 力

,

计 划 渡 河 讨 袁

。

后 因 晋 军 阻 拦

,

未 能 实 现

。

郭 坚 等 乃 率 军 南 下 至 富 平

美 原 镇 一 带

,

宣 布 声 讨 陆 建 章

。

渭 北 向 为 民 党 活 动 的 中 心 地 区

,

}资建章分派重兵驻守各县
,

并 任 命 第 四 棍 成 旅 旅 长 陈 树

藩 为 陕 北 镇 守 使 兼 渭 北
“
剿 匪
”
总 司 令

,

由 同 州 (今大 荔 ) 移 防蒲 城
,

准 备 进 攻 郭 坚 等 部

。

同 时 派 其 子 陕 西 第 一 旅 旅 长 陆 承 武
(绍文 )

,

率 其 精 锐 所 谓
“
中 坚 团
”
三 千 佘 人

,

配 备 炮

、

骑

、

机 枪

,

开 赴 渭 化 一 带 巡 防 … …

以 郭 坚 为 !二体灼逐陆联军向陕
:
1匕作

;}
戈 略 转 移

,

目 的 在 于 诱 敌 主 力 北 土

,

分 散
)川
“
子 敌 的

防 御 力 觉
,

然 后 挥 戈 南 下

,

以 优 势 兵 力

,

一
举 消 灭 陆 军

,

并 非 真 的 败 退

,

当 胡 立 生 在 富 平 被

陆 承 武 逼 迫 北 进 之 际

,

胡 设 计 诱 擒 了 陆 承 武

。

逐 陆 形 势 的 突 变 对 联 军 非 常 有 利

。

郭

、

耿

、

高

得 到 胡 的 情 报 后

,

卜 夜 回 帅 冷
{`

,

神 速 袭 击 三 原 守 敌

,

一 鼓 占 领 三 原

,

并 乘 胜 向 咸 阳

、

径 阳

、

礼 泉 及 西 路 一 带 驰 进

。

在 不 断 迁

山

侧 {
, ,

连 连 获 胜

,

浏 弱 了 陆 的 有 生 力 量

,

壮 大
J
”

联 军 的 声

威

,

形 成 了 对 西 安 包 旧 的 大 好 形 势

。

起 义 军 推
户 i:

丈 范 为 侠 西 护 日 军 总 司 令

,

胡 以 陈 付 涛 有 一 旅 兵 力

,

若 不 拥 {东
,

则 陈 势 引 衬

阳

l

为
[! l ,

便 推 辞 说
“
有 旅 长 在
” : 遂 将 小 陆 交 给 陈 树 炸
。

陈 于
5 月 g 日 由 蒲 城 移 兵 三 原

,

通 电

全 国 就 任 陕 砂 i护国军总
;

注 令

,

宜 布 陕 西 独 立

,

并 以 小 陆 生 命 安 全 为 条 件

,

迫 使 陆 建 章 离 陕

。

队 建

一

爷 看 到 全 闲 反 袁 斗 争 日 旅 高 涨

,

在 陕
已

难 立 足

,

以 推 荐 陈 代 己 为 陕 西 督 军

,

达 成

“
献 城

赎 子 协 议
” 。 5 月 26 日仓惶 离陕
。

联 军 各 部 将 领 因 缺 乏 政 治 斗 争 经 脸

,

就 这 样 在 陆

、

陈 互 换

条 件 的 协 议

`

卜

,

为 其 利 用

,

充 当 广
卜 具

。



,

对 在 联 合 逐 陆 战 争 中 作 出 贡 献 的 各 部 将 领

,

分 别 受 以 官 禄

,

为

其 所 用

,

编 郭 坚 为 陕 西 警 备 军

, 一

日 属 六 个 步 兵 营 和 一 个 骑 兵 营

。

任 郭 为 警 备 军 统 领

,

驻 西

安

,

耿 直 为 帮 统 (副统 领 )
,

驻 风 翔

。

拥 护 共 和 国 基 讨 伐 张 勋 复 辟

1 9 1 7年 夏
,

张 勋 扶 保 溥 仪 复 辟

,

全 国 愤 恨

。

段 棋 瑞 马 厂 誓 州

,

各 省 响 应

。

陕 西 民 党 人 士

樊 灵 山

,

气

向 辰 等 奔 走 呼

一

歇 运 动 起 兵

,

山 西 党 人 李 歧 山

、

张 石 生

,

陕 人 萧

傲

往

、

马 凌 甫 等

亦 皆 前 来

,

襄 成 此 举

。

时 陈 树 藩 督 陕

,

因 与 段 棋 瑞 有 师 生 之 谊

,

极 力 赞 成

,

并 有 扩 张 势 力 野

心

,

故 对 此 举 甚 感 兴 趣

。

郭 坚

、

胡 立 生

、

王 飞 虎 等 实 力 派 亦 皆 踊 跃 振 奋

,

争 相 请 缨

。

当 时 会

议 决 定

:
三 路 进 兵

,

师 名

“
讨 逆
” ,

以 陕 西 警 备 军 统 领 郭 坚 任

“
讨 逆 军
”
总 司 令

,

陕 西 督 署 少

校 副 官 督 办 临 渭 行 团 康 振 帮 任 前 卫 诃 令

,

从 北 路 夏 阳 渡 河

,

王 飞 虎 为 讨 逆 军 中 路 司 令

,

山 大 庆

关 渡 河

,

中 北 两 路 假 道 山 西

,

以 胡 立 生 为 讨 逆 军 南 路 司 令

,

出 撞 关

,

假 道 河 南

,

分 途 赴 京

。

会 师 讨 逆

,

均 归 郭 坚 节 制

,

以 收 统 一 之 效

,

陈 树 藩 驻 节 撞 关

,

指 挥 各 路

。

郭 坚

,

陈 树 藩 用 其 勇

,

得 其 力

,

而 忌 其 才

,

嫌 难 驾 驭

,

想 使 先 行

,

以 速 其 功

。

万 一 失

败

,

可 除 内 患

,

遂 暗 受 意

,

促 其 即 发

,

密 嘱 乘 机 图 晋

,

攫 取 阎 督 军 位 置

,

以 扩 张 陕 军 势 力

。

故 郭 乐 从

,

告 奋 勇 先 行

,

而 中 南 两 路

,

陈 令 暂 缓

。

郭 有 士 兵 两 千 余 人 集 结 合 阳 灵 村 一 带

,

待 命 出 发
,
康 振 帮 招 募 官 兵 (纯属 民众武 力 ) 7 6 0

余 名
,

集 结 合 阳 方 里 镇 一 带

,

樊 灵 山

、

宋 向 辰 等 追 随 大 军

,

参 与 机 宜

。

发 出 讨 逆 通 电

,

缮 草

讨 逆 檄 文

,

申 明 出 师 大 义

,

表 示 讨 贼 决 心

。

1 9 1 7年 农 历 5 月 15 日
,

全 军 由 夏 阳 渡 上 船

,

因 电 信 未 打 通

,

假 道 交 涉 没 办 好

,

东 岸 晋 军

阻 止

,
不 得 登 陆

,

迟 延 半 日

,

无 法 抵 岸

。

无 奈

,

只 得 强 行 上 岸

。

出 师 不 利

。

既 到 晋 南

,

适 复

辟 之 役 已 以 失 败 告 终

。

消 息 陈 树 藩 已 知

。

而 郭

、

康 等 在 晋

,

电 信 阻 塞

,

真 相 莫 名

。

各 方 交

涉

,

总 想 速 进

,

以 竞 讨 逆 全 功

。

那 知 陈 树 藩 虽 借 渭 北 兵 民 郭 坚 等 力 录

,

攫 取 督 军 地 位

,

而 对

傲 慢 不 羁 之 郭 坚

,

早 怀 不 满 之 心

,

郭 性 倩 刚 烈

,

持 正 不 阿

,

原 则 性 强

,

难 与 驾 驭

,

其 密 友 耿

直 又 是 一 位 有 政 治 思 想

,

胆 略 过 人

,

有 远 见

·

扛 识 的 人 物

,

郭

、

耿 内 人 结 合 在 一 起

,

无 异 如 虎

添 翼

,

相 得 溢 彰

。

将 成 为 陈 在 陕 统 治 的 心 腹 之 患

。

因 此

,

陈

、

郭 之 间

,

表 面 上 形 似 亲 近

,

并

且 付 于 一 定 的 谊 任

,

实 则 包 藏 祸 心

,

早 有 戒 备

,

存 借 机 方 除

,

消 除 隐 患 的 阴 谋

。

再 因 李 根 源

长 陕

,

遭 陈 之 忌

,

即 将 郭 坚 统 领 的 陕 西 警 备 军 归 李 管 辖

。

原 想 借 郭 图

一

李

,

不 料 李 省 长 政 见 正

确

,

待 人 以 诚

,

郭 反 为 之 用

。

陈 因 此 除 郭 之 念 益 坚

,

命 郭

一

杯 师 讨 逆

。

原 许 以 胡

、

三 飞 虎 两 团

为 后 援 及 郭 在 晋 被 阻

,

陈 不 仅 不 开 援 兵

,

且 用 借 刀 杀 人 之 计

。

当

图

,

陈 遂 复 电 略 谓

: “
过 河 陕 军

,

全 是 兵 变

,
一

i青念 邻邦 之谊
,

费

督 阎 锡 山 电 询 陕 军 入 晋 意

剿 除

” 。

并 令 王 飞 虎

、

胡

立 生

、

严 雨 丫 三 团

,

堵 守 片 河 各
口

,

不 准 郭 部 一 人 西 归

。

晋 督 受 过 陕 军 从 前 攻 打 潞 讨 教 训

,

今 见

`

陕 军 渡 河

,

即 想 设 法 i肖灭
。

及 映 陈 电

,

出 师 有 名

。

先 派 人 伍 阻 生 前 进

,

继 调 大 军 相 机 围

剿

。

此 项 真 相

,

郭

、

康 不 得 而 知

,

终 于 在 山

、

陕 两 军 灼 火

、 }。 乙 下
,

全 军 溃 败

。

随 军 参 贷

、

著

名 民 党 人 士 宋 向 辰

、

樊 灵 山 殉 难

,

郭 本 人 仅 以
身 兑

。

在 怖 城 龙
土 山 以 北 渡 过 黄 河 返 回 陕 西

(此处 陈 未派 兵 防守 )
,

到 宜 川 借 粮

、

绕 道 陕 北

,

经 乾 县 到 咸 阳

。

郭 刚 到 咸 阴

,

陈 味 派 大 军

围 击 消 灭

。

郭 同 余 众 直 达 风 翔 (得耿 直 全力 帮 助 )
。

遂 联 络 耿 直

、

刘 锡 麟 等 预 备 倒 陈

。

陕 西 靖

国 军 之 起

,

郭 坚 在 晋 失 败 的 痛 恨

,

是 其 主 因

。



— 反段倒陈
1 0 1 7年 段 旗 瑞 因 讨 张 勋 复 辟

,

窃 取 了 北 京 内 阁 大 权

,

遂 即 撕 毁 约 法

,

解 散 国 会

,

实 行 独

裁

,

并 组 织 仔 军 团 以 自 固

。

孙 中 山 在 广 东 成 立 护 法 军 政 府

,

开 展 反 段 护 法 运 动

。

陈 树 藩 在 陕

助 封 为 但

,

反 动 行 径 更 加 暴 露

,

已 使 陕 西 人 民 到 了 忍 无 可 忍 的 地 步

。

1 9 1 7年 农 历 。 月 间
,

高 峻

、

耿 直

、

郭 坚 等 各 方 共 同 约 言 倒 陈 策 略

:

为 了 使 耿 直 从 容 布

置

,

先 由 高 在 自 水 发 难

,

使 陈 的 部 队 倾 剿 而 出

,

耿 便 在 省 城 乘 机 一 举 擒 陈

。

并 商 定

,

高 峻 于

发 难 后 必 须 尽 力 支 撑

,

至 少 坚 持 半 个 月

,

便 于 耿 直 省 城 布 置 起 事

。

郭 坚

、

曹 世 英

、

刘 锡 麟 等

分 应 于 外

,

确 定 于
1 1月 初 在 西 安 举 义
。

1 9 17年 12 月 3 日
,

高 峻 在 自 水 举 义

,

以
“
西 北 护 法 军
”
总 司 令 命 义

,

发 出 护 法 通 电

,

声

讨 陈 树 淡

。

打 响 陕 西 反 段 驱 陈 斗 争 的 第 一 枪

,

对 全 省 影 响 很 大

。

1 9 17年 1 2月 1 0 日
,

耿 直 西 安 举 义

,

失 败 后 退 到 咸 阳 三 桥 镇 与 郭 相 遇

,

遂 与 俱 西

。

郭

、

耿

在 周 至 召 开 将 校 会 义

,

发 布 檄 文 护 法 讨 陈

,

宣 布 成 立 陕 西 靖 国 军

,

郭 任 总 司 令

,

耿 任 副 总 司

令

。

下 设 八 个 文 1认… … 随 后 耿 退 保 歧 山
,

郭 回 防 凤 翔

。

不 久

,

陈 以 全 部 精 锐 之 师 跟 踪 追 击

,

包 围 搜
11卜卜余 川不 下
。

胡 立 生 为 耿 让 开 退 路

,

耿 放 弃 歧 山 东 去 与 高 峻 等 会 合

,

耿 率 部 在 耀 县

与 曹 世 关

_

会
介

。

半 今 谈 弃 风 翔 火 去 向 曹

、

高

、

耿 靠 拢

。

郭

、

耿 部 到 达 陕 东 部 与 高 峻 部 会 合

,

攻

克 自 水

。

郭 与 高

、
王L反在

l ` 1水 会 合 后
,

经 研 究

,

重 新 正 式 宣 布

,

遵 从 孙 中 山 大 元 帅 府 的 命 令

,

成 立 靖 囚 军

,

郊 任 司 令

, ,
句 任 副 司 令

,

耿 任 参 谋 长

。

通 电 全 国 并 上 报 广 州 大 元 帅 府

,

正 式 举

起 靖 国 军 的

,

下 命 旗 号

,
一

与 孙 中 山 的 南 方 革 命 政 府 遥 相 呼 应 成 为 一 体

。

12 月 1 4日 拂 晓
,

郭

、

耿

又 移 兵 夺 取 蒲 城

,

耿 攻 西 南 城

、

郭 玫 东 城

,

战 犹 酣

,

耿 不 幸 中 弹 身 亡

,

此 役 遂 告 结

。

1 9 1 8年 1 月 2 5 、 !
,

张 义 安 在 三 原 发 难 讨 陈

,

曹 世 英

、

胡 立 生 分 别 以 陕 西 靖 国 军 左 右 翼 名

义 响 应

。

州 后

,

各 巨 头 在 三 原 县 召 开 军 事 会 议

,

决 定 合 力 进 攻 西 安

。

胡 攻 西 门

,

曹 攻 北 门

、

郭

、

高 攻 东 j
。

… … 日 攻 数 日 迄 无 成 效
。

成 对 峙 局 面

,

商 定 暂 时 撤 退

。

郭

、

高 率 部 退 到 渭 北

交
口

、

关 山
一

}{犷
。

… … 为 实 现 统 一 领 导
,

调 整 各 军 的 关 系

,

又 商 定 迎 请 于 右 任 先 生 为 靖 国 军

总 司 今

.

张 仿 为
副

份

、

司 令

。

总 司 令 部 下 设 六 个 路

,

每 路 设 置 司 令

、

副 司 令

。

郭 为 第 一 路 司 令

。

1 0 18年 郭 翅 攻 大 荔 驻 防 的 陈 军
,

战 斗 待 续 20 多天
,

城 能 克

。

陈 树 藩 率 其 精 锐

,

亲 临 大 荔

增 援

,

以 数 倍 兵 力 将 郭 围 困 在 大 荔 西 南 的 羌 白 镇

。

意 欲
一
战 全 歼 郭 部

,

永 消 后 患

。

郭 无 俱 怯

,

运 用 机 动 灵 活 的 作 战 方 法

,

实 行 奇 袭

,

效 果 很 好

,

部 队 越 战 越 强

。

守 城 后 期

,

郭 以
援 军 未 到

,

城 内 粮 斗

一

又 渐 不 继

,

长 期 困 守

,

损 失 更 大

。

另 外

,

考 虑 到 陈

的 主 力 被 吸 引 列 儿 自

,

其 在 其 他 各 处 的 守 御 力 量 必 然 空 虚

,

与 其 固 守 羌 白

,

不 如 突 围 转 移

,

主 动 进 攻 阵 军 你 弱 从 )j’ , 对 整 个 战 局 更 为 有 利

。

经 商 定

, 6月 上 旬 开 如 突 围
,

其 部 署 为

:

( 1) 李夺文 j执江: (相 当于 团长 ) 协 同参谋 长 马 凌甫
,

率 刘 福
田

、

王 步 云 两 个 支 队 的 大 部

,

出 东 门

,

向 东 南 方 向

一

沙 苑 在 学 义 附 近 渡 河

,

冲 过 西 漳 大 道

,

由 华 县

、

渭 南 之 间 进 山

,

直 驱

商 洛

,

与 靖 国 军 二 路 越 钟 秀 部 会 合

,

扩 大 地 盘

,

伺 机 而 动

。

( 2 ) 郭 本 人率其 巨队 和少 数部

队共约 百余 人
,

按 守 全 城 的 防 守 任 务

,

听 到 东 南 突 围 成 功

,

由 城 西 南 角 下 早 已 挖 好 的 地 道 中

钻 出

,

与 城 外 来 援 的 工 开 支 队 汇 合

。

据 事 后 得 知

,

这 次 突 围 中

,

牺 牲 者 小 到 10 人
。

郭 到 蒲 城

党 睦 镇 未 浮

,

叩 向 兴 市 镇 进 发

。

郭 率 为 数 不 多 的 骑 兵

,

直 驱 乾 县

,

其 守 敌 闻 风 弃 城 而 逃

,

郭

遂 一 节 而
`
写 乾 县 城

。

其 用 兵 之 机 智

、

果 断

、

大 胆

、

神 速 可 见

。



18 1 9年 郭 军 与孙 中 山派 来 的 援 陕 的 镇 军 叶 荃 部 会 师
,

并 进 驻 兴 平

。

计 议 协 同 靖 国 军 各 路

夺 取 西 安

。

伪 18 一 1 9 1 9年
,

陕 西 靖 国 军 和 北 洋 军 阀

“
逐 鹿 陕 西
” 。

关 中 各 县 兵 连 祸 结

,

势 成 混 战 局

面

。

这 是 全 国 尖 锐 复 杂 的 斗 争 在 陕 西 的 反 映

。

对 垒 基 本 属 两 大 派 系
:

以 靖 国 军 各 部 和 奉 孙 中

山 之 命 派 来 援 靖 国 军 的 川

、

滇

、

绥 为 一 方

,

以 陕 西 督 军 陈 伺 藩 和 援 陈 的 直

、

晋

、

鄂

、 一

甘 军 为

一 方

,

构 成 了 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条 战 线

,

鲜 明 对 峙 和 长 期 互 相 战 斗 的 战 争 局 面

,

这 就 是 陕 西 革

命 史 上 所 谓 的 t’j 又省战陕
” 。

1 9 1 8年 1 1月 以后
,

援 陈 的 北 洋 军 阀 各 部 相 继 入 陕

。

以 奉 军 师 长 许 兰 洲 为 援 陕 总 司 令 … …

许 军 立 刻 向 歧
、

凤 间 郭 坚 防 地 进 攻

,

来 势 凶 猛 连 下 数 城

,

对 歧

、

凤 形 成 包 围 局 面 (东 为 奉军

许兰 洲部
,

西 为 甘 军 陆 洪 涛 部

。

西 南 是 直 系 管 金 聚

、

东 南 是 锁 高 军 刘 镇 华
) 达 数 月之久

,

交

通 断 绝

,

粮 食 奇 缺

,

军 民 交 困

,

难 以 支 持

,

战 不 足 以 致 果

,

守 不 足 以 扼 要

,

退 则 南 北 均 无 出

路

,
而 外 援 全 无

,

弹 药 己 尽

。

局 势 所 迫

,

靖 国 军 副 总 司 令 张 仿 为 了 挽 救 靖 国 军 面 临 失 败 的 危

险

,

利 用 许 部 王 师 长 和 他 是 保 定 同 学 的 关 系

,

乃 令 其 弟 与 王 师 长 协 商 请 许 将 郭

、

樊 两 部 收

编

,

以 作 扩 大 西 北 地 盘 的 基 础

,

得 到 许 的 同 意

。

即
“
联 许 倒 陈
” 、 “
局 部 议 和
”
的 主 张

。

编

樊 为 第 一 游 击 支 队 并 任 司 令

,

郭 为 第 二 游 击 支 队 司 令

,

同 在 兴 平 设 立 办 事 处

。

郭 当 时 同 意 改

编 也 有 不 得 己 的 苦 衷

。

他 历 来 为 靖 国 军 各 部 反 陈 最 为 坚 定 的 中 心 力 量

,

陈 一 贯 把 他 视 为
“
眼

中 钉
”
必 欲 置 之 死 地 而 后 快

。

如 假 晋 督 之 手 合 力 夹 击 郭 等

。

讨 陈 军 兴 以 来

,

历 次 战 役

,

无 论

是 东 路 羌 白 之 战

,

或 是 西 路 歧

、

凤 赓 兵

,

陈 军 的 主 要 矛 头 都 是 指 向 郭 军 的

。

郭 部 所 承 受 的 军

事 压 力 较 大

,

受 损 失 也 最 重

。

因 此 郭 部 特 需 时 间 和 条 件 训 练 补 充

,

恢 复 部 队 的 战 斗 实 力

,

以

备 再 战

。

这 就 是 郭 部 接 受 改 编 的 真 实 原 因

。

或 认 为 郭 坚 朝 秦 暮 楚

,

反 复 无 常

,

则 是 对 他 的 曲

解

。

1 9 2 0年 春
,

直 皖 开 战

,

奉 军 全 部 离 陕 东 去

,

郭 在 歧

、

凤 加 紧 训 练 部 队

,

扩 充 实 力

,

养 精

蓄 锐

,

以 备 再 战

。

稍 后

,

陈 树 藩 又 令 大 部 军 队 同 镇 篙 军 向 歧

、

凤 大 举 进 攻

,

战 况 极 为 惨 烈

。

陈 军 曾 一 度 攻 进 凤 翔 东 关

。

郭 为 了 挽 回 垂 危 的 局 面

,

乘 敌 军 立 足 未 稳 之 际

,

巧 施 计 谋

,

放 出

几 十 匹 骡 马

,

有 意 让 陈 军 抢 夺

,

趁 其 混 乱 夺 回 已 失 阵 地

,

全 歼 进 入 东 关 的 陈 军

。

追 后

,

陈 又

以 重

`

赏 收 买 郭 部 副 司 令 刘 福
田
为 内
线

,

欲 配 合 敌 军 夺 取 城 池

。

事 为 郭 察 觉

,

立 即 将 刘 军 法 从

事

,

消 除 了 内 乱

,

得 以 转 危 为 安

。

1 9 2 1年 直 系 战 胜 皖 系 之 后
,

直 系 派 阎 相 文 督 陕

,

陈 树 落 才 被 赶 下 台

。

接 受 改 编 西 安 殉 难

1 9 2 1年 阎 相 文 督 陕 后
,

看 到 陕 西 政 冶 复

J

安

,

不 易 整 理

,

因 其 为 人 憨 厚

,

又 不 忍 多 事 杀 戮

,

施 行 怀 柔 政 策

,

吸 收 郭

、

胡 (立生 ) 等改 编
,

拟 不 用 一 兵 一 卒

,

扩 充 直 军 势 力

,

而 冯 玉 祥 等

人 从 中 作 梗

,

极 力 反 对

,

洲 唯 五 里 云 雾 中

,

仍 调 郭

、

胡 等 术 省 商 议 收 又 事

一

宜

。

郭 见 阎 后

,

阎

尽 量 安 慰

,

并 允 予 以 改 编

,

惟 以 名 义 问 题

,

要 他 去 !匀冯玉 祥研 究
。

而 冯

一

早 知 此 事

,

即 与 昊 新

田
订 计

,

在 西 关 营 房 设

一

下 埋 伏

。

邦 到 营 房 时

,

冯 吴 二 人 正 在
!̀
乙 两 瓜

,

冯 说

: “
郭 先 生 来 了

,

请 吃 瓜

” ,
而 理 伏 的 土 兵 向 外 斑 探

,

被 郭 发 兑

。

当 时 拉 着 冯 就 间

: “
焕 章 兄 这 是 怎 么 日 事 ?

… … ” 一 言 未 罢
,

枪 声 已 起

,

将 郭 杀 害 在 营 房 里

,

胡 等 闻 讯 遁 去

。

冯 将 郭 首 悬 于 钟 楼 示 众

,

并

查 抄 郭 之 办 事 处

。

时 在
1 9 2工年 9 月
。

这 个 金 戈 铁 马

、

叱 咤 风 云

,

自 辛 亥 以 来

,

驰 骋 关 中

,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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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陕 西 地 方 革 命 利 益 浴 血 奋 战 的 铮 铮 铁 汉

,

英 雄 人 物 竟 惨 遭 毒 手

。

殉 难 时 年 仅
3 4

岁
。

关 中 革 命 人 士 无 不 挥 泪 哀 悼

。

郭 坚 是 一 个 不 尚 空 谈 的 务 实 的 革 命 者

。

参 加 辛 亥 革 命

,

有 一 定 的 认 识 基 础

。

他 经 常 说

:

“
打 倒 满 清

,

解 民 倒 忿 之 苦

,

要 在 严 酷 的 流 血 斗 争 中 求 实 现

,

不 是 靠
口

头 宣 传 所 能 见 实 效

的

” 。

郭 在 一 生 的 革 命 活 动 中

,

在 政 治 方 向 和 大 节 的 表 现 上 基 本 是 正 确 的

,

革 命 的

。

如 辛 亥 之

役 赴 西 安 参 加 学
产
卜 军 的 行 动

,

又 如 在 几
经 起 伏 的

、

艰 苦 的

“
逐 陆
” 、 “
讨 袁
” 、 “
讨 陈
”
的

战 斗 中
,

郭 坚 都 是 态 度 明 朗

,

立 场 坚 定

。

第 二 次 讨 陈 之 战

,

他 直 接 在 孙 中 山 先 生 的 授 意

、

关 心

和 领 导 下 和 革 命 先 烈 耿 直 一 起 发 难 的

。

虽 然 西 安 起 义 失 利

,

但 此 举 却 大 长 了 革 命 派 的 志 气

,

沉

重 打 击 了 陈 树 落 的 嚣 张 气 焰

,

树 起 了 陕 西 靖 国 军 的 旗 帜

,

揭 开 了 西 北 反 军 阀 斗 争 的 新 局 面

,

也 为 以 后 的 胜 利 铺 平 了 道 路

。

他 是 一 位 有 胆 有 识

,

才 能 超 群 的 军 事 领 袖 人 物

。

他 勇 敢

、

机 智

、

果 断

,

每 临 战 斗

,

尝 身

先 士 卒

,

不 避 艰 险

,

因 而 士 气 昂 扬 旺 盛

,

锐 不 可 挡

。

对 重 大 军 事 活 动

,

指 挥 若 定

,

运 筹 帷

崛

,

巧 妙 部 署

,

避 实 就 虚

,

进 退 果 决

,

因 而 常 常 一 鼓 而 获 胜

。

郭 平 时 关 心 部 下 生 活

,

与 士 卒

同 尝 甘 苦

,

休 戚 与 共

,

患 难 相 扶

,

故 战 争 中 将 士 用 命

,

作 到 了 守 必 固

,

攻 必 克

。

他 后 期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

严 明 的 军 纪

,

是 军 队 的 生 命

,

是 克 敌 致 胜

,

获 得 人 心

,

发 展 壮 大

的 关 键

。

在 风 翔 时

,

一 有 机 会

,

即 对 部 队 进 行 整 顿 和 训 练

,

特 别 重 视 纪 律 教 育

,

通 过 具 体 事

件

,

严 格 整 筋 军 纪

。

在 整 军 经 武 中 注 意 到 了 对 下 级 军 官 的 选 拔 培 养

。

郭 在 凤 翔 时 期

,

对 其 管 辖 范 围 内 的 群 众

,

严 禁 扰 害

。

为 了 安 定 群 众 的 生 活

,

拨 粮 拨 款 及

时 娠 济 灾 民

,

不 让 一 户 流 离 失 所

。

灾 民 对 郭 的 关 心
口
碑 载 道

。

对 于 凤

、

歧 南 乡

,

敌 我 交 错 地

带 的 农 村

,

更 加 爱 护

,

晓 喻 官 兵

,

绝 对 不 许 滋 扰

,

倘 敢 故 违 者

,

定 予 严 惩 不 贷

。

敌 占 区 的 农

户

,

有 不 堪 敌 扰 者

,

举 户 迁 移 郭 占 区 乃 常 见 的 事

。

凤

、

歧 一 带 的 群 众 称 其 为
“
郭 善 人
” 。
当

然

,

其 部 属 中 难 免 有 滋 扰 乡 里

、

侵 害 百 姓 的 事 件 发 生

。

郭 一 贯 好 学 不 倦

。

尝 于 戎 马 住 惚 中 手 不 释 卷

,

借 鉴 古 今

,

以 提 高 自 己 的 水 平

。

性 豪 爽 坦

荡

,

明 朗 亮 阔

,

潇 洒 诙 谐

,

写 信 作 诗 文

,

从 不 讳 言 个 人 缺 点

。

能 礼 贤 下 仕

,

在 他 的 周 围 聚 集

了 相 当 一 部 分 学 识 渊 博

、

广 有 识 见

,

智 谋 远 广 的 知 识 分 子

,

其 中 尚 有 不 少 名 儒 硕 彦

,

如 马 凌

甫

、

党 晴 梵

、

肖 酉 巨

,

郭 海 楼

、

雷 继 扬

、

苗 润 芝

、

张 东 白

、

蒙 寿 芝

、

蔺 德 如

、

蔚 定 候

、

杨 季

石 等

,

真 是 英 刁

’

济
济

,

极 一 时 之 盛 况
\o

坚 」军 事 外
,

少 已 苦 防 法 文 辞

,

皆 放 逸 如 其 人

。

其 在 西 路

,

树 藩 军 攻 之 急

,

尝 函 第 三 路 曹

一

世 英 求 援

,

卜 1
: ` ·

陈 贼 打 我

,

你 贼 不 管

,

我 贼 若 死

,

你 贼 难 免

” 。
至 今 犹 传 为 趣 谈

,

亦 可 见

其 为 人 矣

。

极 坚 之 才

,

可 纵 横 一 世

,

而 不 免 为 人 所 算

,

论 者 犹 或 惜 之
! 一 子 士 奇
。

其 书 法 上 配
;爱 黄庭 坚 贴

,

日 习 不 辍

,

有 人 说

:

郭 写 的 对 联 是 黄 写 的

,

他 不 过 把 黄 字 改 为

郭 字 而 已

。

当 时 在 动 荡 不 定

,

战 乱 不 止 的 形 势 下

,

不 少 官 兵 有 贪 财 致 富

、

广 置 田 产 的 思 想 和 行 动

,

同 时 也 沾 染 有 吸 食 鸦 片 的 恶 习
,

然 郭 基 木 是 清 廉 的

。

身 后 萧 条

,

即 为 证 明

。

本 人 也 无 吸 毒 嗜

好

,

实 为 难 能 可 贵

。

由 于 时 代 和 阶 级 的 局 限

,

他 未 能 跳 出 保 境 安 民

,

封 建 割 据

、

拥 兵 自 重

、

称 工 称 霸 的 思 想

圈 子

,

尤 其 在 耿 直 殉 难 后

,

表 现 尤 为 突 出

。

对 政 治 斗 争 缺 乏 经 验

,

对 封 建 军 阀 见 利 忘 义

、

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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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文 史

·

王 渔 洋 为 何 重 视 康
太
乙

?

李炳南

康太乙,

名 乃 心

,

字 孟 谋

,

陕 西 合 阳 县

人

。

明 崇 祯 十 六 年 (公 元 一六 四三 年 ) 生
,

清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公元 一七 O 七年 ) 卒

,

终

年 六 十 五 岁

。

他 是 一 个 多 方 面 发 展 的 人

,

既

是 诗 人

,

又 是 理 学 家

,

又 是 方 志 碟 谱 学 家

。

但 他 当 时 在 关 中 地 区 的 名 头 较 小

,

比 不 上 同

时 的 理 学 家 或 经 学 家

“
关 中 三 李
” ,

即 李 颜

(二 曲 )
、

李 柏 (雪 木 )
、

李 因 笃 ( 天

生 )
,

所 以
《 四 库 全 书
》
未 曾 收 入 他 的 著

作
。

然 而

,

康 太 乙 却 为 外 界 所 知

,

特 别 是 在

关 中 仍 是 享 有

一

盛 名 的

。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他 的 为

人 和 学 识

。

他 与 其 时 山

、

陕 著 名 学 者 如 傅 青

主

、

李 二 曲

、

王 弘 撰

、

李 因 笃 以 及 江 东 流 寓

的 顾 炎 武 等

,

都 有 较 密 切 的 接 触

,

相 互 酬

唱

,

学 术 交 流

,

自 然 是 声 誊 远 插 的

。

但 康 的

身 价 倍 增

,

主 要 是 由 于 当 时 清 初 骚 坛 盟 主 王

渔 洋 (士 祯 ) 对 他 的称道
: “
关 中 三 李

,

不

女
日 一 康

。 ”

那 末
,

王 渔 洋 为 什 么 要 如 此 重 视 康 太 乙

呢 ? 这 因为 王 喜 欢 奖 掖 后 进
,

他 是 著 名 的 诗

人

。

当 游 小 雁 塔 时

,

他 读 到 康 太
乙

的 题 诗

,

两 首 绝 句 如 下

:

庄 襄 家 并 自 云 齐

,

俯 视 长 安 万 井 底

。

淮 把 韩 生 传 古 墓

,

教 人 错

一

认 撬 陵 西

。

园 庙 衣 冠 此 内 藏

,

野 花 岁 岁 上 陵 香

。

邯 郸 鼓 瑟 应 如 旧

,

赢 得 佳 儿 毕 六 王

。

王 回 到 北 京 后

,

便 逢 人 称 说

,

就 这 样 康 乃

心 的 名 子 便 传 开 了

。 `

心 斗 角

、

尔 虞 我 诈

,

争 权 夺 利 等 本 质 认 识 不 足

,

致 使 惨 遭 毒 手

,

遗 恨 千 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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