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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述 北 伐 中 的 第 四 军

张 光 宇

在北伐战争中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人们称誉为
“

铁军
” ,

这本是无可否认的历史 事实
。

但是
,

在过去的一些历史著作中
,

讲
“

铁军
” ,

并不是指第四军全军而言
;
讲第四军的功绩

,

只讲战功
;
把第四军简单地看成是国民党的军队

。

这样评价第四军是不公允的
。

本文拟就第

胭军的建立
、

发展
、

分化的全过程及其历史地位作些考察
。

(一 )

第四军是在广东战争中建立
,

并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

在大革命时期的发展过

程中经历了创建
、

发展和升格三个阶段
。

第四军是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
。

1 9 2 4年 9 月
,

孙中山再次准备北伐
,

并下令将

参加北伐的军队一律改称建国军
,

许崇智所部编为建国粤军
,

第一师成为其中一部分
。

19 2 5年

6月
,

平定杨希阂
、

刘震寰叛乱之后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

采纳鲍罗廷的建议
,

决定改

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

改组建国军和党军为国民革命军
。

8 月
,

军事委员会议决
,

编组国

民革命军
,

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

辖四师十三团
,

其编制如下
:

军长李济深
,

参谋长邓演存
,

副军长陈可任
。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
,

所辖蔡廷谱
、

范汉僳
、

戴戟三个团 (2 8
、

2 9
、

30团 ) ;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

,

所辖余汉谋
、

香翰屏
、

黄镇球三个团 (3 1
、

3 2
、

33 团 ) ;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

所辖缪培南
、

许志锐
、

黄琪翔三个团 ( 3 4
、

35
、

36 团 ) ;
第

十三师师长徐景唐
,

所辖云稼桥
、

陆兰培
、

陈章甫三个团 ( 37
、

38
、

39 团 ) , 独立团长叶挺
,

炮兵营长郭思演和薛仰忠
。

在第一期北伐中
,

第四军进入了发展阶段
。

第四军原有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团
,

参加北伐

的为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及独立团
。

第四军在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上
,

虽牺牲较大
,

但也得到了补充
。

所以
,

中共湖北军委

预计
“

将来的第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要算很有力量的军队
”

①
。

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
,

11 月下旬
,

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
,

陈铭枢升任军长兼武汉卫戍

司令
,

蒋光熬升任副军长
,

下辖第十师
、

二十四师
、

二十六师
,

蒋光墉兼十师师长
,

范汉僳

为副师长
,

戴戟为二十四师师长
,

蔡廷错为副师长
,

杨其昌为二十六师师长
。

与此同时
,

第

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
,

张发奎升任副军长
,

下辖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

张发奎兼十二师师

长
,

黄琪翔为副师
一

长
,

朱晖 日为二十五师师长
,

叶挺为副师长
。

1 9 2 7年 3 月
,

亲蒋 (介石 )的陈铭枢
、

蒋光燕
、

陈可任去职离汉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主

席 团任命戴戟代理第十一军副军长
,

范汉僳为十师师长
,

蔡廷错为二十四师师长
,

决定十一

军着归张发奎指挥
,

唐生智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

张发奎兼任武昌卫戍司令
。

第二期北伐之后
,

第四军又进入了升格阶段
。

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是第二期 北伐 的 主



力
,

武汉政府认为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第四方面军参加二次北伐有功
,

于 6 月 15 日下令将第
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

,

由唐生智任总司令
,

下辖两个方面军
: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由唐
生智兼任

,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为张发奎
,

参谋长为谢婴白
,

高语罕为秘书长
。

第二方面军下辖三个军和一个替卫团
,

即
: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
,

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
,

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
,

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 , 第十一军军长朱晖 日
,

第十师师长蔡廷借
,

二
-

十四师师长叶挺
,

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 , 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

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

第一师师

长贺锦斋
,

.

第二师师长贺龙 (兼 )( 后为秦光远 )
,

第三师师长周逸群
。

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

(二 )

第四军在北伐中的功绩
,

战功当然是主要的
,
但这不全面

。

它的历史功绩
, 可以概括为

三个方面
。

’

一
、

在第一期北伐的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上
,

在第二期北伐的河南战场上
,

第四军充当

了开路先锋
。

两湖战场是第一期北伐的主要战场
,

早在北伐誉师前
,

第四军叶挺独立 团作为北伐先遣

部队
,

于 5月
一

底挺进湖南
, 6 月初发动了安仁碌 田战役

,

玫占了彼县
,

肃清了湘南之敌
,

使

北伐各军得以从容集中
。

7月初
,

第四军十二师和十师到达饮县
,

发起了酸陵战役
,

占领了

酸陵和株州
。

8 月中旬
,

北伐军长沙军事会议后第四军编为右纵队的右翼
,

发起 了 平 江 战
役

,

攻 占了平江城
。

8 月 27 日
,

第四军攻占了汀泅桥
,

夺得了这个咸宁县南面的重镇
。

8 月

30 日
,

第四军又占领贺胜桥
,

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门户
, “

自兹以后
,

北伐军声成震动全国
,

而

第四军战无不取
,

攻无不克之精神
,

遂充分表现
,

民众称誉
,
报章腾 载

,

咸 以
`

铁 军
,

目

之
”
②

。

吴佩孚败退武昌后
,

便委刘玉春为守城总令司
,

协同湖北督军陈嘉漠
,

死守武昌城
。

起

初
,

攻城任务是由第四军和第一军二师及第七军七旅共 同担负的
,

第一军二师和第七军调至

江西战场之后
,

围城任务就 由第四军担任了
。

至 10 月 10 日
,

被围 1月之久的武昌城终于被攻

占
。

至此
,

以
“

会师武汉
”

为目标的第一期北伐的目的已经达到
。

为了支援江西战场
,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部于 10 月 20 日开赴江西
,

首先发起了孤 山骆

驼山战役
,

攻占孤山骆驼山之后
,

又发起了马回岑战役
,

攻占了德安和马回岭
,

当时有人评

论说
“

四军这次参加作战其作用很大
”

⑧
。

江西战役结束后
,

第四军奉命班师回鄂
。

n 月下协

返回武昌后
,

各方联电致贺
,

遣使慰劳
,

民众搞军之宴
,

径旬不息
。

贺电称赞第四军
“

作 战

最力
” , “

为革命之冠
” , “

战绩卓著
,

树立奇功
” 。

第四军又是第二期北伐的主力之一
,

张发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官
,.

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
四

、

十一两军及独立十五师
,

约 3 万人
,

任北伐右翼
, 4 月 19 日第二

一

阴北伐誓师典礼之后
,

第四
、

十一两军最先开赴河南前线
。

第一纵队的任务是经汝南
、

上蔡进攻开封
。

在上蔡战役

中
,

南方的
“

铁军
”

遇上了北方的
“

铁军
”

— 镇威十一军
,

战斗是十分激烈的
,

第四军伤亡官

长达 130 余人
,

士兵达 2 5 0 0余人
, “

其牺牲之矩为素来所未有
”

④
。

但第四军也获得了巨大 的`

胜利
,

尤其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

给奉军一个下马威
,

使士气涣散
,

闻及胆寒
”

⑤
。

因而
, “

当时人们称誉张将军的铁军为钢军
”

⑧
。

在临颖战役 中
,

第四军也是主力之一
,

它伍

亡过半
,

仅十二师就伤亡 8 0 0 0人以上
,

但重大的牺牲换来了巨大的胜利
,

此役歼灭了奉军在

豫的主力
,

为 占领郑州和开封铺平了道路
。

二
、

第四军不仅在军事斗争中战功喧赫
,

而且在政治斗争 中旗帆鲜明
,

成了武汉政府反



蒋运动的重要军事支柱
。

在 2
、

3月间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党权运动中
,

第四军的高级将领张发奎等是党权运

动的积极拥护者
。

3 月 18 日
,

张发奎指出
: “

个人如不革命
,

或想利用机会造成个 人 特 殊 势

力
,

或甘心为其他个人作工具
,

任何同志均应立即起而打倒
”

⑦
。

他的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
, 4 月 16 日张发奎等发表通电说才本军为邓仲元革命的遗产

,

中国国民党革命的工具
” ,

表示
“

下大决心
,

一致声讨
”

⑧
。

张发奎主张立 即出兵
,

东征讨蒋
,

他认为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
,

南京已成为反革命的中心
,

如果不进行讨伐
,

让其坐大
,

则

党纪不伸
,

内战亦随在后
。

应乘南京基础尚未巩固之时
,

迅袭南京
,

则长江下游间题
,

也就

易于解决
。

第四军各级国民党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
,

呈请中央党部将李济深等永 远 开 除 党

籍
,

并免职查办⑨
。

二十五师师长朱晖 日也发表通电
,

揭露 白崇禧拉拢他的阴谋
。

三
、

从以后的影响来看
,

第四军还是工农红军的重要基础
。

第四军是国共合作的军队
,

在该军内
,

不仅有由国民党人控制的武力
,

而且有共产党人

掌握的武力
。

那种简单的认为第四军就是国民党的军队的看法是片面的
。

第四军中共产党人

掌握的部队之多
,

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是首屈一指的
。

北伐誓师前
,

已正式成立了叶挺独立

团
,

北伐战争后
,

又在独立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第四军二十五师 (辖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 十 五

团 )
,

第十一军二十四师 (辖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团和补充团 )
,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 军 总

指挥部警卫团以及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
,

正如叶挺所讲的
,

共产党掌握的武力
,

在
“

张

发奎所部内共九团
”

L
。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军委
,

十分重视
“

铁军
”

中共产党掌握的武力
。

第二期北伐中
,

第四军牺牲最大
,

当其返回武汉后
,

军委利用其补充人员的机会
,

派去了不少党员
。

当汪精

卫 集 团 公 开叛变革命时
,

周恩来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的建议
,

后来中央常委派

他担任前委书记
,

领导南昌暴动
。

与此同时
,

党中央秘书长蔡和森也连写七封信 给 中 央 常

委
,

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
。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关头
,

叶挺等共产党人所掌握的部队
,

遵照党的指示
,

摆脱 了

汪精卫集团的控制
,

举行武装暴动
。

7 月中旬
,

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第四军二十五师
,

以
“

东征讨蒋
”

的名义
,

从

武昌开抵九江
,

下旬又开往南昌
,

参加
“

八一
”

南昌起义
。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

在共

产党人卢德铭团长的率领下
,

乘船东下 、 在湖北黄石市登陆
,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

,

后得知起义

部队已南下
,

便改变了追赶起义部队的计划
,

到达江西修水铜鼓
,

后参加了秋收起义
。

这些

部 队成了创建红军新时期的开拓者
,

奠定了工农红军的重要基础
。

总之
,

从第四军领导成员的情况以及第四军在革命中的表现来看
,

可以这样说
,

它是革

命性最强
、
战功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队

。

(三 )

第四军所以获得上述历史功绩
,

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

第一
、

第四军原有基础较好
。

第四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
,

而第一师又渊源于
“

援闽粤

军
” 。

在 1 9 1 8年护法战争中
,

广东省政府亲军奉孙中山之命改为
“

援闽粤军
” ,

陈炯明为总司令
,

邓铿 (仲元 )任参谋长
,

邓在军中选拨革命青年军人编组独立排
,

以江广为排长
,

旋又扩为独立

连
,

以李睿为连长
,

以后又将独立连扩为独立营
,

李睿升任营长
。

这就是第一 师 的 萌 芽`

1 9 2 0年孙 中山命
“

搔闽粤军
”

回粤
,

攻克广州
,

粤军重新部署
,

邓铿以粤军参谋长兼任第一师



师长
,
总部独立营改为第一师独立营

,

齐公洛任营长
, 分

旋命邓演达继右三营长
。

、

、 ’

1” 1年 5 月 ,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
,

邓怪奉命成立大总统府警卫团
,

以第一

师参谋长陈可任为团长
,

调李济探为第二师参谋长
,

以第 , 师机关枪蓄编为第一营
,

禅岳任贾

长
,

第一师工兵营编为第二营
,

叶挺任营长
,

誉卫游击二十七食编为第三营
,

张发奎任营长 r

192 2年 3 月
,

邓怪被浏
,

由梁鸿楷接任师长职
。

1 9 2 3年 2 耳
,

第一师在江 门重新调整部

署
,

梁鸿楷升任广东讨麟军第一军军长
,

李济深接任第一师师长
。

」

’

油此可见
,

第一师的建立
,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樱是出了大力气的
。

、

可以说
,
邓怪是解

一师的创始人
。

由于这种关系
,

一

第四军是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
「

愈响的
。

而第四军的将领大多
’

是第一师出身的
,

第一师的好传统得到了发扬
。

周
1

恩来曾经说过
:

气蛇 3年以前
,
孙中山部乍

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 队
,

是李济深的第一师
。

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陇
一

大革命时代的张要

奎
、

叶挺
、 一

邓演达以至陈诚
,

都是出自这个师
”

@
。

-
一

’ `
二

三
几

第二
、

策四军将蔽的左倾
。

在大革命高潮中
,

有些第四军将领爵向了蒋介石一边
,

但张
发奎等另一些将领却进一步左倾了

,

并掌握了第四军
。

在大革命后期衬 张发奎找为第四奉李
;

响最大的人物
。

他在当时基本上算是一名国民党左派
。

他拥护孙中山
一

先生的三天政策
,

他对
工农的解放是同情的

,

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演讲中
,

他说
: “

第四军完全是为农民的

利益谋解放的
” , `国民革命可少说是一个农工革命勺

“

如染那个革命军不能够保护农工的利

益
,

那我们就要组织农民协会来打衡他了
,

@
。

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就为腆礼上
一

,
、

他又说
:

噪
望各武装同志

,

尤其是士兵同志要认清 自已的娘家
。

.

就是说大家来自劳苦良众一
上农群众

或破落的小资产阶级
,

假使我们不为劳苦平民的利益而奋斗
,

硬是认不褥娘家
。

若是为少数

人的利益去残杀民众
,

便叫做
`

认贼作父
, ,

万万不讨拿Q 宕他对共产党的瑰论原则虽不了解
,

但他同情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的精神
,

他常常以叶挺
、

蒋先云那种勇敢善故的精神
。

来 vll 冠部

下
`

当蒋先云壮烈牺牲后
,

他在 5月 3。日对第干一军宫兵铆}}话中
,

·

“

备极感悼
,

继复痛哭失声
,

硬咽至两小时
” 。

他介绍蒋先云壮烈牺牲的经过后很感慨地说
, “

此种健几
,

’

夭下宁有几人
” 。

他

表示
: “

其家庭后裔
,

余必负全责姐料
”

⑧
。 “

一 .

总政治部主任
、 :

国民党左握领导人邓演达
,

原是粤军第一师的一名枷合人物
,

是邓铿的

得力助手
,

当他率领工兵营和第三团时
,

无论在作战上还是在整训上都劝第“ 师起着示范作

用
,
对官兵影响很大

、

威信很高
。

第四军是粤军第一师的班底
,
邓演透对第四军无疑有着密

切的关系和深耳的影响
。

在一
、

二期北伐中
,

’

邓髓第四军粉动
,

痉常参净该军的作战指挥
,

几

该军在北伐战争中能够发挥高度英勇作战精神
,

也与他的卿可分不开
。

- 一

, -

邓演达不仅在军事上直接参与第四军的指挥作故沁丽复在政怡上也是十分关心第四军的
。

他多次对第四
、

十 ~ 军官兵发表演说
,

讲解形势和任务厂提出新的要求
。

强凋指出
: “

不仅要

使军队与民众联合
,

更要使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
,
变成人民的军队

.

旁的军队只要不抚害人

民就够了
,

但在四军
、

十一军却要更进一步
,

使军队明了民众的痛苦
,

一

切实的站在民众利益

上面
,
为民众奋细 同时要使民众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军队

,

我们的胜利
,

.

即他仿的胜利L
” 。

一

可以这样说
,

_

在江精卫回到武汉以前护 张发奎在政治上是完全跟着邓演达走呱 毫无疑

问
,
张发奎和邓演达的政治态度

,
,

对第四军是起着决定性影喃的认
’

一 `

第三
、

共产党员
、

共青团员的先锋作用
。

、

与国民革命军其他几个军相比较
,

第四军的党

团员最多
。

不仅如此
,

在四军中还建立 了几支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
,

这些部队在四军中

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
。

第一期北伐中
,

叶挺独立团在安仁
、

酸陵
、

平江
、

汀洒桥
、

贺胜桥

等战投中麟建战功
,
在武昌战役中

,

独立团牺牲了育翔以护食宾址饭名莎人衍称誉奸挺是 四

时



军中
“

青年勇敢的将官气
, “
四军的娇子

”
L

。

在第二期北伐中
,

由共产党人率钡的军队也发挥了先锋作用
。

在上蔡战役中
,

当时守卫西

洪桥的七十团伤亡很大
,

形势十分危急
,
七十三团团长

、

共产党员周士第两次向十二师师长缪

培南提议
,

只有让七十三团 (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 )由西洪桥出击
,

才能挽救危局
。

七十三团

接受任务后
,

共产党总文部委员会进行了政治动员
,

号召党团员起模范作用
。

七十三团 2 0 0 0

余人由西洪桥出击
,

猛打猛水 才将西洪桥敌人全部击溃
。

当时报纸报导说
: 七十 三 团

“

全

兵都愿意直接和敌作战
,

不愿作预备执夕@
。

说明七十三团士气之高
。

在临颖战役中
,

七十七

团团长兼党代表
、

共产党员蒋 ;粉云亲临火线
,

奋勇杀敌
,

三次负伤
,

三次奋起
,

牺牲之前仍

高呼
“

前进皿前进 ,
”

不已O
。

在蒋先云精神的鼓舞下
,

七十七团配合友军向敌人猛冲
,

敌 全

线动摇
,

临新雄被攻占
。

第四
、

建立了比较坚强的政治工作
。

周恩来当时说过
: “

这许多政治部
,

以第四军政治部
、

成续最好
。 ”

L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第四军的政治工作
,

党
一

中央曾经把
心

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

治宣传工作
”

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L
。

这里所讲的保定系军队
,

当然包括第四军在内
。

对于第

四军的政治工作
,

共产党人是出力最多的
。 :

第四军政治工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政治工作机构健全
,

从党代表系统来说
:

军
、

师
、

团
、

营
、

连各级都设立党代表
。

从政治部系统来说
,

军
、

师设立政治部主任
,

团
、

营
、

连设立政治指导员
。

从党 部 系 统 来

说
,

军建立特别党部
,

师
、

团
、

连建立党部 (营
、

排不设党部 )
。

第四军组建后
,

建立了政治部
,

军政治部主任先后由共产党人罗汉
、

张善铭
、

廖乾五担任
。

1 9 26 年 1 月
,

国民党
“

二大
”

决定在国民革命军各军设立党代表
,

有的军党代表同时兼任

政治部主任
。

第四军的党代表先后亩罗汉
、

陈可任担任
。

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后
,

第十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为余心一
。

19 2 7年 3月余辞

职后
,

由徐名鸿接任
。

第四军的政怡部主任仍由廖乾五担任
,

同时兼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

后由廖乾五呈请
,

经总政治部委任梅电龙为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

第二方面军成立后
,

郭沫若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怡部主任
,

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仍为廖乾五
,

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仍为徐名鸿
。

二是政治工作生动活拨
,

内容充实
。

其一
,

追悼阵亡将士
, 以烈士的奋斗牺牲精神教育

官兵
。

其二
,

文字宣传形式多样
。

第四军出版的定期刊物有
: 《四军周报》 (供军 官看 )

, 《 四

军璧报})( 供战士看 )
, 《政治报告 )}, 《训练大纲》 , 《通讯稿》 , 不定期刊物有

: 《政治 通报 》 ,

《宣传大纲》及各种小册子
。

其三
,
注重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和对士兵的教育

。

第四军政治工作的效果是明显的
,

它提高了官兵的革命觉悟
,

成为英勇善战的一种强大
_

的力量源泉
。

曾经有人评论说
:
第四军

“

无论是下级干部或者是士兵
,

可以说都是深明 主 义

勇敢而坚决的斗士
, 因而在北伐战投中

,

战胜攻取
,

常居于英勇的先锋地位
”
⑧

。

毛泽东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

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

指出
: “

那时军队有一种新

气象
,

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
,

大体上是团结的
,

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

那时军队

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

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
,

靠了这种制度使 军 队 一 新 其 面

目
”

O
。

当然
,

第四军是应该首先获得这种评价的
。

(四 )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关头
, “

铁军
”

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

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
,

踏上

6 6



了新的革命征途
,

而以张发奎为首的一批将领
,

却走上了另二条道路
,

一

他们不是象孙中山先

生所要求的那样
, “

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

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
”

。
,

而是倒退了
。

当然
,

在汪精卫集团中
,

张发奎公开反共是较迟的一个
,

对待
“

南昌暴动
”

的态度可以说

是他公开反共的户个标志 r 丽这是在 7 月下旬韵襄
。

在 6 且底前后杯他对公开反共尚处犹豫
阶段

。

这时他与唐生智
。

甚冲突
” ⑧

,

他为扩张自己匆势力、 间 惫都
`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编入他的部队
。

为了保存实力
,

他并不热心分共
,

因为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
,

战斗

力最强
,

是分共的主要阻碍
,

一分共
,

自不免有所损失
,

也怕控制不了军队
,

汪精卫找他商

量分共
,

他有些犹豫
。

但是
,

他的政治态度的总趋向是拥汪的
。

在汪精卫 回到武汉之后
,

他就逐渐跟汪跑了
,

成了汪精卫集团的成员
。 ·

马 日事变
·

后
,

张发奎对第四军竣冶部贴出
`打倒许克徉

”
的标语表

示不满
,

说这样做要引起唐生智的误会
。

7 月中旬
,

汪精卫 拿出共产国际
“
五月指示

, ,

添油

加醋地说
: “

共产党要消灾国民党
,

要把军权抓到手上
,

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
,

还 是分开
,

的

好
” 。

这样
,

张发奎也就同意了
“

分共
”
的反革命计划心

。

7片。1日
,

他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

开的反共会议
,

张发奎迭次电邀叶挺
、

贺龙参加庐山会议
,

并令他们将部队集中
,

妄图解除
·

叶贺的兵权
。

当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
,

他由九江乘火车奔赴南昌
,

企图把起义镇压下去
,

但

为起义部队阻止于德安
,

反章命计划未能实现
。

张发奎所以同意汪精卫的分共计划
,

主要是由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所决定的
。

在

他们势力不大的时候
,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

处处要录共产竟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

帮助 , 等到势力雄厚的时候
,

工农运动触犯了他们的根本l1J 益
,

他们就必然跟着反革命势力
一

跑
。

加之
,

戒只是一个军事人才
,

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

他对政治抓识是肤钱的
,

他的政治

头脑非常简单
。

这祥
,

汪精卫就很自然地成了他的灵魂
。

`

第四军的政治工作的成绩虽然显著
,

但终究未能将第四军彻底改造过来
。

中共中央军委

虽然重视第四军的工作
,

但终究因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政策的影响
,

党未能掌握第四
一

军的主要领导权
。

第四军虽补充了不少工农积极分子
,

’

但基本上实行护佣兵制度
。

所以
,

第

四军主要将领一叛变革命
,

它的性质也就随即发生变化
,

由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变
,

成了反动军队
。

。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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