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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第六战区受降略论

教 文 蔚

抗战胜利后
,

国共两党关于受降权的斗争是两条杭战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必然反映
。

这一斗争曾对 4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

本来
,

抗 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为主体而进行的全民族的战争
,

对

于受降权的处理
,

理所当然应由两党协商解决
。

但国民党竟视中共的抗战功绩于不顾
,

单方面地强行按受日

军投降
,

大肆接收敌伪物资
,

抢占重要城市及战略要地
,

进而利用日伪向解放区进攻
,

挑起逐步升级 的 内

战
。

国民党是怎样抢占胜利果实的
,

我们从国民党第六战区的受降中即可窥豹一斑
。

受 降 权 属 于 谁

`份
,

峨

铆
`

努
公 几

抗 日战争时期
,

中国战场分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

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缘故
,

这两种战场有

时并无明显的分界线
。

但就某一地区而言
,

受降权属于谁
,

应是在该地区坚持抗战
,

亦即包围该地区 日军的

抗日军队①
。

1 9 4 5年 8月 10 日
,

在 日本天皇未宣布投降前
,

蒋介石即命令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

立即
“
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

” ,

分别解除 日军武装
,

并强调
, “
应警告辖区以 内敌军

,

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

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
”

②
。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
,

在国民党划分的15 个受降区中
,

第六战区之受降范围属

第八受降区
。

国民党指定孙蔚如为第八受降区之受降主官
,

以第六战区部队负责接受武汉
,

沙市及宜昌地区

日军第六方面军的投降
。

8 月28 日
,

孙蔚如在给驻华 日军第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部直三郎的备忘录中
,

竟

要 日军将武汉及其附近各重要据点和其他各地区之
“

非法武装组织
”

视为
“
匪类

” ,

不准他们向日军收缴武器
,

并要求 日军
“

负责作有效之防卫
,

③
。

由此看来
,

国民党第六战区决心垄断对 日军第六方面军的受降权
,

抢占

战略要地武汉及其外围地区
。

第六战区应拥有这种受降权吗?

1 9 3 7年 9 月
,

国 民党第六战区成立
,

作战地区为津浦路北段
。

翌年 6 月
,

第六战区因作战失利及内部派系

矛盾转移到河南新乡一带时
,

蒋介石命令撤销第六战区
,

原第六战区部队划归第一战区
。

1 9 4 0年5
、

6月间
,

由于枣 (阳 )宜 (昌 )会战受挫
,

宜昌这个扼守陪都重庆的门户亦陷于敌手
。

为了确保陪都安全
,

阻止日 军 西

进
,

国 民党军事委员会将沙市
、

宜昌到 巴东周围的江防划为第六战区 (由原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部分兵力组

成 )
,

命令陈诚在鄂西恩施成立第六战孚司令长官部
。

1 9 4 3年5
、

6月间
,

国民党大肆吹嘘的
“

鄂西大捷
” ;

亦不

过是第六战区恢复了战前的阵势
。

这次战事之后
,

特来恩施采访的合众社记者疑惑地间
: “

既称大捷
,

为什

么看不到战利品
,

也看不到俘虏 ?
”

接待者含糊其词地答道
:
这是 日寇突遭打击

,

仓惶逃走之故
。 ”

总之
,

第六

战区并没有在武汉外围坚持抗战
。

在武汉外围地区浴血抗战
,

对武汉实行战略包围的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
。

早在 1 9 37年底南京失陷

前夕
,

中共 即在鄂东七里坪
、

豫南竹沟及邵中汤池举办训练班
,

培训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
。
1 9 38年10 月

武汉沦陷后
,

国民党军队退入大别山
、

桐柏山
、

大洪山及幕阜山等地
,

而中共领导的十多支游击队则活跃在

鄂中
、

豫南
、

粤肠东和鄂南敌后
,

寻机歼敌
,

日益壮大
。

1 9 4 0年初
,

拥有 9 0 0 0余人枪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

的成立
,

标志着一支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的正规主力部队的诞生
。

1 9 4 1年 4 月
,

这支队伍扩建为新四 军 第五

师
,

共约 1 5。。。人
。

由于这支部队是在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作基础
,

与兄弟部队长期相隔绝而孤悬于敌后
,

有且面临着敌伪残酷夹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

其艰苦性是十分突出的
,

所取得的战果也是辉煌的
。

第五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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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
,

在坚持那皖边
、

那东
、

邵中和襄 (河 )西斗争的同时
,

于1 94 2年开辟了那 南10 县的游 击根 据地
。

至

1 94 3年 5月
,

又先后在三湖
、

白礴湖和洪湖建立了基点
,

逐当控制了襄 (河 )南地区
。

9 月
,

江南挺 进 支队进

入华容挑花山和洞庭湖畔
,

开辟 了石 (首)公 (安)华 (容)抗 日根据地
,

使鄂南抗日根据地与之联成一 片
。

至

此
,

新四军第五师对 日伪盘据的武汉从四面八方正式实现了战略包围
。

1 9 44年 10月
,

第五师所活动的地区正

式称为
“
那像皖湘赣边区

” 。

日军投降时
,

边区已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
、

太湖和江西彭泽
,

西至湖北宜昌
,

北

始河南舞阳
、

叶县 (均不含县城)
,

南抵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的广大地区
,

跨有50 多个县
,

面积达 9 万多平

方公里
,

人 口达 1 30 0多万
,

建立了39 个县的抗 日民主政权④
。

部队发展到近 5万人
,

民兵30 余万
。

据不完全统

计
,

新四军第五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

先后抗击 15 万 日军和 8万伪军的进攻
,

对敌伪主要战斗达 1 03。

余次
,

毙伤俘敌伪 4 11。。余名
。

不仅从战略上配合和支援华北
、

华中及其他敌后场的斗争
,

而且不断威胁敌

中心据点武汉
,

牵制可向西南大后方进攻的宜昌
、

沙市及襄樊等地的日军
,

完成了最后战胜日本僵略者的伟

天任务
。

显而易见
,

新四 军第五师决不是什么
“

非法武装组织
. ,

更不属
“

匪类
” 。

她是战斗在武汉外围地区
,

以鲜

血和生命抗击人类的魔鬼
,

捍卫祖国主权
,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正义之师
。

毫无疑问
,

只有她才最有权利接

受武仅地区的日军投降
。

为了争取受降权
,

第五师在中共中央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下
,

曾一度当仁不让地采取行动
。

8月 12 日
,

中共中央命令
“

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
、

武汉之线
,

占领城市后
,

立即委派人员接收公共机关
” , “

以战胜姿

态
,

用军师首长名义
,

就地迫令敌伪投降
”

⑤
。

8月 1 5日
,

朱德总司令在给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的命令中

指出
, “

在哪豫两省的日军
,

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
,

接受李先念 将 军 的命

令
”

⑥
。

第五师接到受降命令之后
,

立即发出通赚和布告
,
一面严令日军停止抵杭

,

缴械投降长一面动员和组

织人民群众沱合新四 军受降
。

第五师各军分区将全部力量集中起来
,

迅 速开展受降工作
。

第五师还将 鄂 豫

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杨经 曲派往武汉
,

接洽受降事宜
。

·

由国内外种种因素所决定
,

第五师的受降工作遭到严重的阻扰和破坏
。

在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 瑟 和

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的支持下 , 蒋介石和何应钦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命令
,

演 出了

蒋伪日公开合流
,

共同对付中共军队
,
垄断受降权的丑剧

。

鉴于这种情况
,

8 月 22 日
,

中央军委发出 通 知
,

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
。

此时
,

国民党己与武汉地区的日伪勾结起来了
。

8月 27 日
,

何应钦偕同美 军 作战

司令部副司令柏德诺等
,

由湖南芷江飞抵恩施
,

召集孙蔚如及第六战区高幕僚开会
,

指示关于接 受 日军投

降的各种安排
。

半月之后
,
国民党即以重兵占领了武汉及其外围地耳

。

二 蒋伪日同演受降丑剧

武汉为华中重镇
,

中国水陆交通 的枢纽地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日军投降时
,

偏于西南一隅的国民党军

队欲东进华东
、

控制华北
、

抢 占东北
,

武汉为必经之地
,

亦必然下最大决心占领武汉
。

但是
,

驻在鄂西的国

民党第六故区
.

部队要在短期内到达武汉受降
,

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

当时
,

国民党空运力量主要用于遥远的沿

海重要城市
、

交通要道及重庆国民政府要员迁返南京
,

不能顾及武探
。

长江航道亦因布有水雷而无法通轮
。

据国民党 9 月1 日电
,

渝汉间的扫雷工作还需半月才能完成
。

汉宜公路亦因战争破坏而疮演满目
,

人车难行
。

此外`武汉及其外围地区无国民党正规军
,

蒋军还得通过新四军阵地才能到达武汉
。

对此
,

当时日军估计
,

国

民党军队至少要在两个月以后才能进入武汉⑦
。

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定
,

在第六战区的辖区内
,

各级
“

政府
”

与
“

党部
”

都要服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部 指

挥
。

因此
,

第六战区的受降是在长官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

即使湖北省政府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要接受

长官部的领导
。

为了尽力争取时间
,

保障实现对武汉 日军第六方面军的受降
,

而不致于让新四军插手
,

国民

党第六战区主要在如下儿方面采取行动
:

一
、

广造舆论
,

欺骗民心
。

日军投降后
,

国民党为了宣传其抢 占抗战胜利果实的
“

合法性
” ,

曾派飞机在

鄂东散发传单
,

谓何应钦正与冈村宁次会谈有关受降事项
,

日伪军只能向国军投降
,

地方治安由伪军负责维

特
。

8月中旬
,

在武汉与日伪勾搭的国民党汉 口市党部主任委员兼政府特派员袁雍
,

以政府特派员名义在汉



口 张贴安民布告
,

亦有同样内容
。

8月 22 日
,

国民党在《新湖北日报》上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蔺如负贵接收

武汉
、

宜昌和沙市的决定公布于众
。

9月 3日
,

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发表告全省民众书
,

宜布在恩施成立的

湖北省复员委员会
,

将随军向武汉推进
。

同一天
,

湖北省政府宣布已成立收复区宣慰团
, “

分武汉 区与那东

南
、

那中
、

鄂北三路
,

赶速与收复区同胞见面
”

⑧
。

二
、

利用伪 日
,

稳住武汉
。

8月初 日军投降前夕
,

国民党军统局
“

策反委员会
”

决定对全国伪军头目委派

职务
,

以便加强实力
,

抢夺抗战果实
。

由毛人凤提名经蒋介石批准而加以委任的湖北伪军头目有伪湖 北 省

长
、

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
,

伪陆军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及伪第十三军军长李宝琏等
。

8月11 日
,

蒋介石

电令叶逢为新编第七路军总司令
。

李宝琏
、

公秉藩为所属军军长⑨
。

日军投降后
,

蒋介石急忙指示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熊斌发急电给武汉的邹平凡
,

令其为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
, “

协同

各部队确保原驻防区
,

维持地面治安
” ,

并派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马本全赴武汉授予委任L
。

邹平凡与

叶蓬早有矛盾
,

此时便利用武汉守备军总指挥的权力
,

趁叶蓬尚未返汉之机
,

将叶蓬所部全部缴械收编
,

成为

武汉地区最有实权的汉好头目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部根据武汉
“

地下
” 、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及蒋介

石侍从室转来的情报多次开会研究
,

决定在国民党军队未抵武汉之前
,

所有武汉地区的汉好部队一律由武汉

守备军总指挥邹平凡率领
,

负责维护治安
。

邹平凡在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 (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原

远东饭店 )设立
“

武汉守备军总指挥部
”

和
“

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部
” ,

并分别在汉口
、

武昌设立普备区
,

积极执

行蒋介石及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命令
。

对于在汉 日军
,

六战区长官部令其无条件地接受长官部的一切命

令
。

凡日本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一 概不准移动
,

原地听候接受验收
。

并规定日军负责维护武汉及所有占领区

内之地方秩序
,

未经长官部批准的任何部队一律不得 自行进入武汉市区
。

8月下旬
,

六战区长官部将全体到
仅人员名单及要求盲军作好迎接准备并负责安全的命令

,

以空投形式传达给
·

支那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
· 。

为

了使伪日配合行动
,

长官部又决定由日本军方协助邹平凡执行任务@
。

就这样
,

在蒋介石及国民党第六战 区

长官部的指使下
、

伪军与日军流滋一气
,

使武汉局势得以稳住
,

以等待国民党各部门进入武汉
。

三
、

派先遣队
,

.

抢占武汉
。

尽管伪 日军守卫武汉
,

但毕竟是不义之举
,

特别是驻在武汉外围的新四军仍

是国民党抢占武汉的最大威胁
。

于是
,

六战区长官部派出先遣队
,

迫不及待地抢先进入武汉
,

企图继续造成

既定事实
,

然后调重兵 占领
。

根据重庆
“

统帅部
”

的命令
,

对准备接管的大城市
,

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之前
,

各战区应设置
“

前进指

挥所
” 。

据此
,

六战区长官部决定临时授长官部参谋处少将谢士炎以中将副参谋长名义担任六战区汉 口 前进

指挥所主任
。

8月25 日
,

六战区长官部以第三号备忘录致冈部直三郎
,

将汉 口前进指挥所成立一事通知 日方
,

并命令 日方对于谢士炎
“

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 ,

对于谢士炎及其随行人员
“

应妥为招待及确实保护
”

@
。

月月 3。日
,

孙蔚如令谢士炎率 40 余人乘飞机到达汉 口
,

于怡和村大成路招待所正式设立汉 口前进指挥所
,

作

为武汉地区最高领导机构
,

代表长官部行使指挥一切的权力
。

当天下午
,

谢士炎召集 日本第六方面军高级参

谋人员举行谈话会
,

令 日本第六方面军报告该军 目前态势及武汉最近治安情形
。

此后
,

国民党方面以上校徐

世琪为代表
,

日本军方以大佐冈田为代表
,

每天进行接触
。

当谢士炎从邹平凡 口中得知叶蓬所部被收编时
,

表示同意
,

并说
“

反正武汉的事归你负责
” 。

因邹平凡稳住武汉局势有功
,

后来
,

谢士炎在武汉守备军总指挥

部雄见邹平凡及其部下时
,

讲了
“

既往不咎
”

和立功应奖的话之后
,

即宣布长官部的嘉奖令
,

并将一张一百万

元的关金券的领款通知赠给邹平凡
。

邹平凡一伙感激涕零
,

活现出一副奴才的嘴脸
。

为了配合六战区长官部抢占武汉
,

也为了自身的接收工作
,

9月 1 日
,

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令那东行署

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率行署人员及保替十一大队离开黄冈
,

作为首府先遣队前往武汉
。

李石樵于 9月 3日到

达武汉
,

旋即成立湖北省政府武汉临时办事处
,

并以省主席名义发布安民告示
。

在此前后
,

行政院令徐会之为

汉口市政府办事处处长
。

又设立复员中转站荆宜办事处
,

以郑逸侠为主任
。

各办事处率先遣人员
,

迅速由恩

施向武汉行进
。

由于上述行动
,

国 民党在武汉初步站稳了脚跟
。

但对于接受大批 日军投降及处理伪军
,

必须由正规部队

实行
。

为此
,

六战区长官部已于 8月 25 日对冈部宜三郎发出备忘录
,

通告长官部受降任务
,

与日军联络办法

及六战区各部队行军路线和 目的地
。

8月 28 日
,

长官部通告冈部直三郎
,

规定本战区各地受降主官及投降部

承集结地点
,

并分令六战区各部队向指定地区前进L
。

同时
,

令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玖兼任武汉区 日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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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宫
。 ”

子是
,

六战区部队分头向东涌进
,

沿途接受投降
,

抢占地盘
。

当时
,

第六战区部队是分三路行动的
。

北路由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刘振三所都
、

七十七军何基洋所部

和兰十六集团军七十五军柳际明所部组成
。

该路分三股向平汉路及汉 口北郊行进
。

具体路线为
:
五十九军由

宜城南部孔家湾经随县 (9 月 8日)
、

应山 (9 月n 日)
、

广水 (9 月17 日)
,

于 9月 18 日占领信阳
。

七十七军由钟祥

附近经大洪山南麓 (9 月 8日)于 9月 15 日占领花园
。

七十五军由宜昌南津关以 西 经宜昌 (9 月2 日)
、

当 阳河溶

(9 月 5日)
、

钟祥罗汉寺南 ( 9月 10 日)
、

应城 (9 月 n 日)
,

于 9月 15 日到达黄酸附近
。

中路为第十集团军六

十六军宋瑞坷所部
,

该部由公安附近经沙市 (9 月1日)
、

汉川西部 (9 月 10日)
,
于 9月 14 日抵达汉 口 附近

。

雨路九十二军侯镜如所部由湖南南县起程
,

主力经岳阳 (9 月 10 日 ) 沿铁路北上
,

9月 1 1日占领武昌
。

另一部

经河阳新堤 (9 月 10 日)
、

金口 (9 月 11 日)
,

于 9月n 日到达武昌
。

至 9月 1 5日晨
,

奉命占领武汉的国民党军

队全部抵达
.

目的地
。

此时
, “

武汉守备军总指挥部
”

也因蒋军进城而撤销
。

六战区各部队此次行动着重加强北

路兵力
,

并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控制了平汉路
,

从北
、

西
、

南三面包抄武汉
,

其主要意图在于对付新四军
。

因

为北路所经之地为中共邵豫皖湘赣边区的中心区域
,

而武汉郊区仍有新四军部队
,

这是国民党必须认真考虑

的因素
。

9月 1 3日
,

就在国民党军进入武汉的第三天
,

王敬玖率领第十集团军总部人员乘舰到达武昌
,

将总部设

于武昌抱冰堂图书馆
,

开始办理武汉区 日军受降事宜
。

9月14 日
,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第六战区副司

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为武汉警备总司令
。

9月 17 日
,

孙蔚如
、

王东原等随船抵汉
,

当即宣布撤销第六战区汉

口前进指挥所
,

同时在汉口上智中学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
。

根据郭忏一定要赶在
“

九一八
”

这个纪念日受

降的意见
,

长官部主要官员和有关人员连忙召开会议
,

研究和安排受降的具体工作
。

9月 1 8 日下午
,
日军驻华派遣军第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部直三郎接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第 一 号 命

令
,

率其参谋中山及幕僚三人
,

代表其直接指挥之军队
,

向中国投降
,

于 汉口 中山公园受降堂签字
。

9月 22

日至 10 月 1 3 11
,

日军第六方面军所属第五步兵旅团
、

第八十五旅团
、

第一三二师团
、

第十一步兵旅团
、

第八

十六旅团
、

第八十八旅团
、

第八十兰旅团
、

第十二步 兵 旅团
、

第十七旅团
、

第一一 六师团及直 属 部队 共

21
.

3万余人
,

先后分别集中于仙桃
、

应城
、

天门岳口 之间
、

拳感
、

箱析嘉鱼之间
、

金 口新滩口之间
、

黄破
、

咸

宁
、

岳阳
、

葛店及汉 口武昌
,

解除武装L
。

10 月初
,

第 六 战区长官部在汉 口
、

黄破
、

孝感
、

应城
、

岳口
、

仙桃
、

岳阳 (分南北两处 )
、

嘉鱼
、

咸宁
、

金 口
、

武昌 设 立 12 个 日本官兵管理所
,
开始收容 日 军

。

对 于

日
、

德
、

韩三国侨民
,

则在汉口设 日德侨民管理处
,

交湖 北 省政府管理
。

三
、

弊 端 百 出 的 接 收

与军事受降密切相联的是物资接收
,

这是国民党抢占杭战胜利果实的另一重要方面
。

8月21 日
,

国民党

通过芷江电台
,

播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
,

规定日军必须将武器
、

弹药及档案情报

等所有物资
“
立即妥为保管

,

不得移动
, ,

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派员接收
。

武汉在执战前即为重要工业城市
。

战争期间
,

日伪在武汉鲸吞大量财产
。

杭战胜利后
,

国民党在与共产

竟争夺武汉地区受降权的同时
,

即争夺接收权
。

8月n 日
,

新四军第五师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
,

在给日军

的通操中
,

命令他们
“

对于一切军器
、

交通工具
、

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不得有任何损坏
,

并不得交于本军以

外之任何方面
” 。

但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
,

垄断受降权
,
这种接收权亦随之被国民党所搜取

。

对于武汉地区
、

湖北省敌伪物资及机关企业之接收
,

按照 国民党中央的规定
,

由第六战区主持
,

统筹办

理
。

并由中央所派人员
、

战区和省府
、

党部
、

团部共同组织接收敌方物资委员会
。

8月 2s 日
,

国民党第六战

区司令长官部等党政军团各机关于恩施组设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 (简称接委会 )
。

该机构直属第六战

区长官部领导
,

由孙蔚如兼主任委员
,

郭忏
、

王东原
、

邵华兼副主任委员
,

聘请林逸圣
、

刘冀峰第 15 人为

委员
,

推林逸圣为秘书长
。

9 月17 日
,

接委会随第六战区长官部抵汉
。

9 月 18 日
,

在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

式时
,

孙蔚如将包括接收细则的
“

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
”

给冈部直三郎
,

令其签宇受领
。

此后
,

国民 党 全

面展开了对 日伪逆产的大接收
。

10 月 4 日
,

接委会针对有许多单位无 日方移交时所登记之原始清册这 一 重

大间题
,

抉定组织武汉密报 日伪物资处理委员会
,

由湖北省政府同中央各部会特派员及党政军 团民意 机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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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办理
。

0 1月2 5日
,

湖北省政府为准六战区接萎会分配接收之敌伪物资
,

成立接收物资处理委员会
,

吴禽

庆任主任委员
,

办理调查
、

登记
、 `

统计及处理等业务
,

并委托民生贸易公司及湖北省银行信托部办理 处 理

接收的业务
。

为了分别处理接收的民产和逆产
,

国民党湖北省敌伪侵占人民财产清理委员会曹逆产清理委员

会于 11月 6 日成立
,

内设调查
、

审核
、

保管
、

总务和登记五组
,

以武昌中正路省立图书馆 为会 址
。

n 月 30

日
,

鉴于接收工作基本完成
,

接委会奉令撤销
。

其后
,

又成立国民党行政院处理接收武汉敌伪产业特派员办

公处
,

由经济部政务次长谭伯羽主持
,

负责武汉地区的接收处理工作
。

关于武汉外围地区敌伪物资
,

多 为

军用
,

其接收办法
,

由行政院驻汉接收特派员办事处抽调有关人员组成数组
,

分赴荆沙
、

岳阳及广大水等地

处理
。

由六战区接委会所接收的敌伪物资数字巨大
。

1 9 4 5年 n 月底接委会撤销时
,

按照当时物价估计
,

所接收

日伪逆产总计在 1 10 亿万元以上
,

但对这些物资的接收和处理
,

不仅手续混乱
,

帐目不清
,

而且存在着其他

方面的严重问题
,

其主要表现为
:

一 私自没收
,

搜自分配
。

国民党各类接收大员利用手中的职权
,

或明火执仗
,

或玩弄权术
,

随意将敌

物资据为已有
,

进行
“

截收
” 。

石凌生为第六战区接管 日方物资委员会公用事业组 组 长
,

他 在接收三 菱仓库

后
,

竟短交布匹
、

绸呢
、

哗叽类1 74 匹L
。

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社长徐怨宇伙同该分社摄影记者将江汉路日人

私营千代洋行内所存照相器材 30 余吨收归已有
。

连堂堂的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 也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
。

他将武昌涵三宫内大量 日伪物资侵吞
,

并将 日伪华光轮交省政府秘书处事务科长叶竟雄私自 出租
,

从中渔

利
。

第六战区长官部
、

第六战区兵站总监部
、

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及接委会等 40 多个单位
,

将价值 4。亿元以上

的非军用物资擅自分配
,

而这些单位均有正式预算与给养
。

二
.

变价拍卖
,

贪污受贿
。

岳阳为湖南敌伪遗留物资最多的城市之一
。

第十八军胡琏部在接收岳阳时
,

竟将 日寇所建岳阳水电厂
、

电灯厂
、

碾米厂机器售
、

毁一空
,

并将大批布匹及各种物资运往常德及南 (县 )

安 (乡 ) 一带私售
。

汉 口江汉关与官商勾结
,
以低价拍卖日伪物资

,

从中渔利 10 亿元以上
。

湖北省接收物资处

理委员会对许多物资的处理并未采取公开拍卖或标卖的办法
,

而是按八成列收
,

其余二成由湖北省银行信托

部与民生贸易公司瓜分
。

如曹祥泰承购 日华肥皂厂物资
,

其价款总数为3 7。。万元
,

该会实收 8折救 2 96。万元
,

其余交信托部2 96 万元
,

交民生贸易公司 4 44 万元L
。

变价拍买以肥私囊的丑恶行径即使在一般接收人员中也

有
。

汉 口市三民路警察局消防总队第三分队队长粟贞祥侵占并变售敌伪物资及军用 品达 2 0 00万元以 上
。

此

外
,

受贿现象也很严重
。

国民党汉 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兼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和行政院特派员袁雍
,

是掌握汉 口

接收大权的重要人物
,

曾接受伪汉 口市党部主任委员兼武汉市社会局局长王锦霞贿送的金条和银元
。

武汉军

警宪联合督察处处长 阮齐
,

曾接受汉 口各鸦片烟馆老板联合贿送的金条
。

三 奖励密报
,

化为乌有
。

在第六战区长官部未抵武汉前
,

多有 日人勾结国民党在汉官员
,

将掠夺来的

物资变卖抵押和转移让渡
,

以便逃脱罪责
,

并与人渔利
。

对此
,

六战区长官部奖励密报
,

并明文规定
,

凡隐

匿物资
,

一经他人检举而查明属实者
,

除依法惩办外
,

得课以隐匿物资价值千分之十六的罚金
,

同时将隐匿

物资价值的百分之十发给举报人作为奖金L
。

这一规定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及其他知情人 密 报

的积极性
,

自布告之 日起
,

截至 1 9 4 5年 12 月 4日止
,

共收到审报案件 4 12 起
,

所谓奖励亦化为乌有
。

接委会主

任委员孙蔚如在解释密报奖金未能发放的原因时
,

竟以密报物资种类多
,

不能及时估价标卖
,

亦无款可垫为

理由而一推了事
。

这就挫伤了知情人举报隐匿物资的积极性
,

而使接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

此外
,

第六战区接收人员霸 占民产
,

强 占民房
,

霉烂物资
,

以及相互间争夺敌伪财物等现象也很普遍
。

如六战区这种违法舞弊行为在国民党其他接收单位也很突出
。

鉴于此种行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 强 烈不

满
,

特别是严重侵犯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
“

胜利财
” ,

国民党政府遂分区组织
“

接收处 理敌 伪物 资 工作清查

团
” ,

对接收工作进行
“

清查
” 。

1 9 4 6年 6月
,

湘那赣区接收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
,

以国民党元老仇鳌为团长
。

该团分三组
,

第二组清查对象为湖北省
,

即主要为六战区接收的地区
,

组长苗培成
。

该组 8月 1日正式在汉办

公
,

1 0月 9 日结束
。

因清查团回避和掩盖矛盾
,

最后不了了之
。

国民党第六战区以受降和接收为名
,

肆无忌惮地抢占杭战胜利果实
,

是其反共反人民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

这一行为对当时湖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首先是内战危机的产生
。

第六战区的受降区域大部为新四军第

五师艰苦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

且武汉为该师所包围
。

由于国民党抢 占受降权
,

不仅强行占领这些地区
,

而且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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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勾结日伪主动向新四军攻击
,

严重阻挠其受降工作
,

并威胁其生存
。

在此情况下
,

新四军被迫实行自卫
,

遨酿成局部地区的内战
。

国民党军队在抢占这些地盘后
,

即构筑工事
,

对新四军步步进遥
,

内战危机 日益

严重
。

至 1 , 46年春
,

包括新四军第五师在内的中原解放军被包围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的
、

方圆仅 20 0里的

狭小地区
。

6月26 日
,

在国民党强大兵力的进攻中
,

中原解放军被迫突围
,

全面内战从此爆发
。

其次
,

人民

群众对国民党进一步不满
。

抗战胜利后
,

国民党因抢占胜利果实而民心大失
。

六战区在受降中不仅与 日伪

勾结
,

无理地与新四军抢占地盘
,

而且在接收中违法舞弊
,

大发
“

胜利财
” 。

1 9 46年7月
,

国民党《新湖北 日

报》在社论中供认
,

自复员以来
, “

人心大失
” ,

清查接收
“

实在还负有收拾人心之使命
” 。

由于六战区的接收

使官僚资产阶级对工业
、

商业和金融业等加强了垄断
,

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困境之中
,

人民生活仍难以维持
。

再次
,

国民党加强了统治实力
。

在受降中
,

偏于部西一隅的国民党第六战区不仅抢占了武汉
、

岳阳和 信 阳

等战略要地及许多交通要道
,

扩大了地盘
,

而且大大加强了军事实力
。

在兵力方面
,

将大批伪军加以收编
。

自1 9 4 5年1。) J 1 6日至 11 月 2 3日
,

将自新军新编第二十一军
、

第四军和第五军等七单位 (人数未样)及其他伪军

十二单位之非正规部队 82 3 8人编入正规部队
。

又将自新军第十三师第二单位 (人数未祥)及其他伪军二十四单

位之非正规部队 1 0 9 3。人编入地方保安队L
。

在装备方面
,

仅以第十集团军为例
,

截至 19 45年 9月25 日止
,

计收

缴大小火炮 1 40门
,

步骑枪 1 9 52 8技
,

轻重机枪 457 挺
,

各种手枪 7 87 枝
,

各种车辆 3 00 余辆
,

军马 16 4 2匹
,

等

等
。

此外
,

国 民党党政军特各部门均在武汉建立了机构
。

湖北省也恢复和加强了对收复区各县的统治
。

由于国民党统治实力的加强
,

中共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武汉和湖北地区更趋艰难了
,

但由于国民党

败露了自己的内战阴谋
,

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

因而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也为时不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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