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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
*1

刘小花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江西南昌 330009)

【摘 要】: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很快撤离南昌，国民党各军阀对南昌地盘展开新一轮争夺。在重新占

领南昌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力开展“暴力清共”运动，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江西党

组织和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屠杀是导致南昌恐怖和混乱局势的根本原因。但起义

军撤离南昌时未能采取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未能选择在江西地区就地开展革命，也是南昌起义可汲取的经

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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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7 月中旬，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8 月 1 日，南昌

起义胜利打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和创

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南昌也由此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不过，起义部队并没有在南昌过多停留。8 月 3 日至 5 日，起义军

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潮汕地区。起义军撤离后，南昌城一时陷入混乱的局面。本文依据当年的民国报

纸资料，结合相关档案文献，对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作一简要分析。

一、起义:中共对南昌城的占领与撤离

1927 年 7 月 20 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

随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同意举行南昌起义，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

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1927 年 8 月 1日凌晨，在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国共产

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 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南昌守敌 3000 余人，
①2
占领和

控制了南昌城。8 月 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为贯彻共产国际“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南昌起义仍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

帜，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 25 人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

贺龙、郭沫若、恽代英 7 人为主席团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宣传、财政、农工、党务委员会，政治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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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总政治部等机构。新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机构，以“继承国民党正统”为号召，反对背叛革命的宁汉政府，

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
［1］(p81)

但是中共并未打算在南昌久留。根据起义前的计划，特别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①3
提议:“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

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
［2］(p199)

前委书记周恩来也力主南下广东。据张国焘回忆:“他(周恩来)估计南

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

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

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

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联共(布)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

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3］(p271)

为此，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原定南下广东的计划，从 8月 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8月 4 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告知

“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起义，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培德)军后直奔东

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

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1］(p39)

8 月 5 日，

起义军全部撤离南昌。

起义部队从进驻到全部撤离南昌，前后仅十余天。在此期间，起义军向群众阐明了南昌起义政纲，宣传了起义目的和意义。

革命委员会发布告示称:“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正统，反对南京武汉，回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诸农工，中小

商民阶级，保护亦不放松。凡我各界民众，勿为谣言所蒙，竭诚拥护本会，促进革命成功。所有反动团体，与及地方民蟊，应

向本会报告，检举决不宽容，如有暗毁本会，罪与逆党相同。为此明白布告，其各懔慄遵从。”
［1］(p36)

8 月 2 日，革命委员会免

除了原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之职，任命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
［1］(p26)

在江西《工商报》上发布告示称:“力谋民众利

益实行应兴应革贯彻本党主张不与民众相隔。”
［1］(p28)

同日，江西省党部配合起义宣传，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解释南昌起义军

事行动意义及经过，并就救济金融持平物价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以稳定金融、市场秩序。
［1］(p27)

起义军还加强了对士兵宣传，要求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树立良好军纪。起义军第二方面代总指挥贺龙要求士兵:“我们对于

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

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
［1］［(p34)

起义军采取的这一系列宣传和措施，对稳定南昌城的秩序起到了良好效果，

也得到了南昌民众热烈拥护。8月 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p7)

群

众还纷纷捐款捐物，帮助起义军搬抬担架，照顾伤员，赶制军服，踊跃参军等等，为起义军提供了很多帮助。

二、角力:各方势力对南昌地盘的觊觎

南昌起义爆发前，南昌为朱培德
②4
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朱培德于 1927 年 3 月 30日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4］(p128)
朱培德

主政江西后，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形成与尚称革

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在宁汉对立的大势中，朱培德在蒋、汪之间摇摆，“态度不明”。
［5］

当时报载:

“朱培德声明反共后，其将领至今尚分立两派，朱之最近态度，又似倾于中立。”
［6］

朱培德采取模糊态度，目的是希望取谅于

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又见容于日益不满共产党的武汉汪精卫集团，从而寻求主动，保障其拥有的地盘、权力等既得利益。
［4］(p132)

3 ①1924 年 8 月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1925 年 7 月因患重病被迫回国，1926 年 5 月重返中国工作，一直到

1927 年 8 月。

4 ②第五方面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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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武汉方面打起“东征讨蒋”的旗帜。因江西地处宁汉对立前线，汪精卫对朱培德积极拉拢。7 月底，汪精卫邀朱培德

参加庐山会议。《天津益世报》分析道:“此次汪兆铭(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会议，明曰讨论对蒋，其实为解决江西地盘问题。

盖武汉派不能得江西，即进不能打广东，退不能守长(沙)武(汉)，(宁军由萍乡攻长沙，为武汉所大忌。)故无论如何，必须令

南昌之朱培德，吉安之金鼎勋，
①5
一致加入武汉派，方可不劳而获，无须消耗兵力。”

［7］
报道指出，因江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关系到武汉方面日后的军事行动。汪精卫必须要争取朱培德等力量的支持。《晨报》也报道:“汪精卫二十八夜赴浔，传系因朱

培德态度不明，特赴赣说朱。”
［8］

正当朱培德参加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审时度势，于 8 月 1 日凌晨发动南昌起义。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为叶挺率领的国

民革命军第 11 军 24 师和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这两支部队起义前均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因此，

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以“追剿”起义军旗号最先进入南昌。8月 7日，张发奎占领了南昌城。此

时起义部队已沿抚州、宜黄南下广东了。当时报载:“浔电，张发奎占领南昌。贺(龙)叶(挺)向赣南溃退。”
［9]

张发奎进入南昌，是否会与朱培德争夺地盘，将南昌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报纸对此纷纷猜测。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叶挺之独立，局面又为之一变。张发奎频欲设法与南昌通信。要之张发奎似亟欲获得确实之地盘。一时未能如愿，异常焦灼

也。”
［10］

《黄报》也称:“张发奎近与南昌函电往还，闻张意在得一确定地盘云。”
［11］

《天津益世报》载:“张现与南昌方面

函电往来颇频繁，张于获得确实地盘，似颇苦心。”
［12］

上述报纸都指出了张发奎想要获取南昌作为自己地盘的意图。

作为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张发奎战功赫赫，1927 年 5 月又荣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但张发奎始终未获得一块属于自己

的地盘。其所属部队士兵都抱怨“一直在打仗又打仗，但至今未给他们一个省”。
［13］(p107)

因此，张发奎进军南昌的军事行动被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是要争夺南昌地盘。《天津益世报》报道:“北京特讯，张发奎所部，现已开入南昌。江西地盘，张至少可得

一半。其以后行动如何，及其实力如何，自为吾人所可注意者矣。据在北京某方面调查之结果，张在武汉第一所感痛者，即为

缺乏地盘。现既得有江西，料张必于此布置一番，以植基础。”
［14］

如果张发奎要把南昌纳入自己的地盘，势必与朱培德发生激烈的冲突，进而造成武汉方面军事集团的内部分裂。《晨报》

就以“江西地盘争夺———三角竞争”为主标题，对江西地盘进行了分析:“(九江十一日电通社电)贺、叶败走，张发奎部黄琪

翔第四军首入南昌。唐生智
②6
原拟以张为江西警备总司令，但朱培德部各将领不肯放弃地盘。又程潜部第六军亦分据德安、樟树

镇各要隘，对张部有竞争形势。武汉政府均认为朱系为要事，但唐生智意恐发生赣省内讧，特先令第四军、十一军追击贺、叶，

朱部驻防赣南阻击粤军。地盘问题，拟召集江西会议解决。”
［15］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张发奎要争夺江西地盘并非易事。毕竟，

南昌仍属朱培德的势力范围。朱培德所属各部分别部署在赣南、抚州、吉安一带，距离南昌不远，可随时增援。如果张发奎欲

夺南昌，将立即引发武汉派内部军事冲突。为此，唐生智也对江西地盘的划分顾虑重重。不过，作为武汉方面军事集团的首脑，

唐生智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对于张发奎与叶、贺部队的冲突，他并未执行武汉政府“合剿”起义军的命令，而是令部下各军

“持旁观态度”。
［16］

为此，《天津益世报》推测“盖张军一离南昌，唐生智必以接防后方为名，将江西垂手取去也”。
［14］

由于张发奎已先期赶往南昌“追剿”起义军并占领南昌，朱培德于是以“督师”为借口，跟随汪精卫前往汉口，转赴吉安

督师。
［1］(p471)

朱培德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与张发奎相比，朱培德军事实力较弱，其驻守南昌部队在此次南昌起义事件中又损失

不少。《申报》曾分析:“(朱培德)之军队少实力。今后彼在政治上军事上之地位如何，殊属疑问也。”
［17］

朱培德不急于返回

南昌，既可避免与张发奎直接发生冲突，也可静观其变，寻求主动。

张发奎本人是否属意南昌作为其地盘呢?毫无疑问，张发奎是有所图的，否则他不会派军抢先进入并占领南昌。但南昌局面

错综复杂，此时争夺南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首先，南昌附近驻扎有朱培德、程潜等部，且兵力不少。相比之下，南昌起义后

5 ①指第 9 军军长金汉鼎。

6 ②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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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军事实力损失近半。“张原来军队，约有四万人，贺龙之变，耗去实力三分之一，是张军队至多不过三万人，若无武汉

军协助以言独树一帜，内除共党，外御粤闽浙皖三面包围之敌，不亦戛戛难哉。”
［14］

据张发奎后来回忆，其兵力在南昌起义后

剩约 2．2万，其中包括运输兵。
［18］(p101)

兵力不足，张发奎要争夺南昌并无绝对把握。其次，作为粤系军官，张发奎及其部属也

大都是粤籍人士，他们在江西没有根基。这都促使张发奎决定弃昌回粤。

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恰好也给张发奎回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其回粤师出有名。因为参加南昌起义叶挺、贺龙原部队隶属

于他管辖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可打着“追剿叛军”的旗号进入南昌，同样也可“名正言顺”的进兵广东继续“追剿”起义部

队。报载:“(汉口十四日电通社电)张发奎向武汉政府建议，请率所部各军，协同侯连瀛、
①7
陈嘉佑

②8
各师，进攻粤省。汪精卫

主张暂缓发表。惟张意坚决，已令黄琪翔、
③9
王桂荣等军，一面肃清叶贺残部，一面进兵粤境。(北京)”

［19］

另外，起义军南下直指广东，盘踞广东的粤系军阀李济深担心威胁到自身的统治，此时也派人前来游说张发奎回粤“剿共”。

《大公报》分析称:“张部因系旧粤军，故饷糈仍由广东协济。张既郁郁不得志于鄂赣，李济深知其心不忘粤，亦竭力怀柔，前

派陈可钰代表赴宁，参列军事委员会，暗中实负有收致张部第四军之责任。”
［20］

张发奎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作为粤人，

我当然很乐意遵命南归，我们也愿意协助李济深‘剿共’。甚至他若不请我南归，我也会继续‘追剿叛军’，南昌暴动是我的

直属部下闯下的大祸，为此我深感不安……总之，南昌暴动使得我们回粤，否则我们回不了。”
［18］(p100)

虽然张发奎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大张旗鼓南下“进剿”起义军。但为保存实力，他并未尾追起义部队，而是采纳了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建议，另辟路线，从吉安、万安、南雄，返回广东。这也可说明张发奎“追剿”起义部队是假，保

存实力回粤谋一地盘为真。朱培德得知张回粤消息后，于 8 月 11 号自九江重新返回南昌。《大公报》报道:“张发奎因部下之

希望行将归粤，则朱将代张据赣乎。”
［21］

就这样，关于南昌的地盘之争以张发奎回粤而暂告一段落。

从上述分析来看，各方军阀在南昌的角力并没有引发激烈的军事冲突。这主要是各方以保存自身实力和利益最大化为出发

点，权衡各方面因素取舍的结果。

三、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开展“暴力清共”运动

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彻底撕下了“和平分共”的面具，下令讨伐起义部队，并开始“暴力清共”。8 月 2 日，武汉国民政

府下令:“凡共产党徒之蜇处国民政府领域之内者，务须洗心革面，勉为良善。倘敢阴怀不轨，仍秘密进行其祸国殃民之伎俩，

则国法具在，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
［22］

8 月 8 日，汪精卫亲自向政治委员会提议“清党”，会议决议:“(一)

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之 CP 分子，应由地方军警，

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

如有 CP 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23］(p748－749)

汉方由此走上了与宁方同

样的“暴力清共”道路，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首当其冲，武汉国民党中央在九江、南昌地区开始大肆的“清党”、“清共”运动。在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后，张发奎当即

宣布九江戒严，并电令“戒严司令金铸九(金汉鼎)同志，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夥，以清

乱源”。
［24］

《晨报》载:“(九江七日路透社电)五日(星期五晚间)，有共产党人三名，奉张发奎令，执行枪决。”
［25］

此后，九

江书店、《国民新闻》报社等因宣传共产主义也相继被冲击。8月 9日，戴振球、张如龙等 26 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26］(p173

－174)

7 ①1927 年 5 月担任中央独立第 1师师长(本师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改编)，7 月 15 日后调任张发奎总部参议。

8 ②第 13 军军长。

9 ③第 4 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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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在南昌也“表示反共产态度”。
［9］

8 月 11日，《顺天时报》登载题为“张(发奎)、黄(琪翔)入南昌捕杀共党”的报

道，文中称张发奎“发表宣言谓共产分子为三民主义蹂躏者，须彻底讨伐。同时下令警备，搜捕共党。南昌工会副会长在洗马

池大街斩决。计是日共党之被捕者达二百余名之多，均监禁于警备司令部云”。
［27］

朱培德接管南昌后，也在全省开始实行大“清党”，并声称“谨遵中央训令，严密清查叛党，俾绝根株”。
［28］

8 月 17 日，

朱培德在《汉口民国日报》发布电文，指责“共产党徒自知不容于本党，不容于中国，更不容于民众，铤而走险，窜入南昌，

乘三、九两军分防在外，守兵单弱，遂与该党之徒叶挺、贺龙诸逆等，互相勾结，致演七月卅一日之变。强劫府库，掳掠闾阎，

妄设共产伪政府，直受第三国际指挥，叛逆昭著。以大军围剿，该逆等纷向闽粤边境窜去，刻正与张总指挥分兵追击，不久即

可荡平。惟念培德治军赣疆，兼权省政。前此少数共产分子，行动越轨，当经制裁遣送，销患无形。此次变起之际，适在浔阳，

不能先事预防，遂使祸生肘腋。清夜自责，内疚实深。所有经此事变之后，彼共产党徒虚伪之面具已除，狰狞之状尽露。一年

以来，欺骗民众，篡窃本党之行为，不仅为本国民众所认识，且得暴白于天下。所谓事速发而祸小，此又党国之大幸也。所愿

吾党党员，全国民众，同心协力，铲其芟蔓。务令共产党徒，不能立足于国内，苏俄惨祸，不至再见于中华”。
［29］

8 月 18日，江西省执行委员程天放等致电朱培德等称:“郭沫若、朱德、朱克靖、刘一峰、李松风、刘九峰、方志敏、王枕

心、萧炳章、姜济寰等，皆为祸赣罪魁，应即严行缉捕，处以极刑。”
［30］

由此，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被白色恐怖严重笼罩。当时报载:“赣省近拿办共产党极严，十六、十七两日，拿获共党四十余

人，剪发女共党二十余人，皆拘禁于卫戍司令部。闻城内共产党，共有四、五百人，刻当密缉之中。日前九江获共党八十余人。

已将罪恶重大者，二次共枪决四十余人。”
［31］

“各机关人员，早已停职，其政局之纷乱，已达极点。今午街上有头戴俄式便帽，

足穿白鞋，兵士见之即拿，指为共产党。”
［32］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清党”活动，也使中共江西省党组织受到严重损伤，大量党员及革命群众被捕被杀，全省党员数量

减至一千余人。
［33］

据江西省团委书记吴振鹏向长江局汇报南昌起义事变后的情形:“叶贺去后即成一反动局面，因党得事变消

息太迟，来不及通知各地，所以各地均遭到了压迫……南昌抓去了几十人，民众有几人反被杀。(汪)泽楷很危险。南昌党部原

有五百多人，现仅有五十多人(连 CP、CY委员在内)，CY 亦仅有些数……南昌公安局最近公布一条例，每家住户须九家店保，搜

查非常严；金汉鼎捉去严办，有嫌疑的即杀，有部分人反对，因恐更引起市民的恐慌。”
［26］(p40)

至 10 月 15 日，《长江局关于江

西省委今后工作计划决议案》中还讲道:“七·三一事变之后，各团体统统倒台，并未改组，王均等对一般较左之分子，悉加逮

捕，南昌被捕左派同志及我们之同志甚多，九江杀了廿至卅人，派兵逮捕过去工农负责人之事，至今尚未停止。”
［26］(p45)

江西党

组织破坏之严重，使之在长时间难以恢复。1928 年 2 月，江西省委在制定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后还担心江西党自身的组

织力量能否完成目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26］(p85)

四、混乱:南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陷入无政府状态

南昌起义后，南昌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34］

《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至南昌最近情形，因朱主席既赴九江，司法厅长胡

曜早以请假到汉，建设兼民政厅长姜济寰及教育厅长萧炳章均随共军去职，财政厅长黄实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常赴九

江，省政府无形停顿。”
［35］

朱培德抵达南昌后，向武汉中央党部报告称:“惟查政府委员，多数离开，省务会议，近已停滞。

暂时拟以由中央江西特别委员会名义，处理一切党务政务。”
［28］

《庸报》对南昌起义后的南昌政局也有报道:“赣省自贺龙、

叶挺叛变后，地方各政，混乱不堪，似已陷于无政府地位。幸朱培德转省尚早，军事政治，负责有人，人心亦遂为之稍定。朱

氏莅省后，以赣省之各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前此均为共产党所把持，现在必须改组。朱氏乃以省政府主席名义，颁发布告，所

有各党部及民众团体，着暂行停止工作，静候中央派员指导改组。故各团体门首，均皆冷落异常，大有今昔之别。”
［36］

《庸报》

创刊于 1926 年，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是天津的第三大报纸。该报报道具有一定的反共倾向，称贺龙、叶挺南昌起

义为“叛变”。不过，从该篇报道可了解朱培德回赣省后，以改组为名，乘机“清除”共产党员，并暂停了各党部及各民众团

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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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政局如此，南昌的经济秩序也十分混乱。主要表现为市面萧条，金融无序，物价飞涨。《汉口民国日报》8 月 16 日报

道:“街上铺面，十九关闭，人心异常惶恐，票价陡跌，百物益贵，米每元八升，他物称是。”
［37］

8 月 21 日，《汉口民国日报》

再次报道:“惟市面自政变以后，各大商店即行闭市，迄今尚有未恢复营业者，以故物价飞涨，较之‘七卅一’以前已增加十分

之八。”
［34］

南昌城纸币也极为混乱。《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南昌城“纸币复杂，价格日低，商民不敢冒险收用。现时南昌行

使纸币，有中央、中交，新江西钞票及平市钱局所发行铜元票数种”。
［34］

纸币价格贬值，这使得商家不愿开店营业。

反动军阀的大肆搜刮和残酷剥削是南昌经济日益残破的根源。因连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政府滥发纸币，南昌城的经济

已十分脆弱。如 1926 年江西银行滥发“复、兴、隆”钞票(简称“江钞”)达 480 万元之多。1926 年 11 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城，

“江钞”猛跌(后作废)，
［38］(p372)

引发严重金融恐慌，民众生活困难。正如朱培德所说:“属省地本瘠贫，时遭祸乱，金融枯竭，

百业萧条。”
［39］

但是朱培德主政南昌期间却并未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江西经济秩序，反而中饱私囊，趁机捞取。为了筹措

军饷，他通令:“除田赋仍收省钞外，厘金一律征收现洋，以便发给军饷。”
［35］

南昌起义时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报告称:“经济方面，朱(培德)王(均)搜刮现金，无所不用其极。江西省银行钞票低

至一角多，市面都不愿用，最近决定扣为四角，将所有钞票收回，酌换米捐，但是尚无着落。十月一日实行抽收铺户捐，不久

又要抽收房捐。捐税剥削，日甚一日，人民生计，已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26］(p40)

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也指出:“他(朱培

德)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
［1］(p33－34)

但朱培德将南昌经济困难

归罪于起义军在南昌时将“南昌本省库藏劫掠罄尽”。
［39］

起义当晚，李立三、陈赓确实接管了江西省银行，“得到七十万纸票，

十万现洋”。
［1］(p153)

当时起义军所获纸票已没什么价值，“不好用，食物与饮料买不到”。
［40］(p5143)

十万现洋对整个南昌经济影

响也有限。国民党方面报刊舆论却将此举肆意夸大，混淆是非。《新闻报》称:起义军“将南昌中央分银行及财政厅、官钱局等，

所有之现银钞票、劫抄一空”。
［41］

《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起义军“搜括江西银行现款二十余万”
［42］

等等。

南昌经济日益陷入绝境。对此，朱培德本人在电请武汉国民政府救济赣省金融电文中也称:“驻军愈肆，纸币充斥，以致社

会经济，益见恐慌，民间生计已濒绝境。当此残破之余，军政均属要需，刻不容缓，若不立蒙接济，实觉无法支持。”
［39］

南昌城社会治安也崩坏，兵匪流氓趁乱抢劫。《新闻报》报道:“惟街市各商店，皆未开市营业。一因纸币之价，跌落太甚，

铜元票每千不值元钱二十枚，藉此可免蚀本。一因日前大军未来时，地方流氓勾同伤兵，时有劫掠行为，皆力主慎重也。”
［43］

《汉口民国日报》也有类似报道:“政府无人负责，人心惶惶，下午被抢者尤多。六日，闻昨晚被抢者甚多，入门藉口为搜枪械，

及各军军官、兵士入门之后，乃专搜抢东西……省党部则大门紧闭，无人敢倡言恢复。下午公安局派警梭巡，但兵士仍有非法

行为。”
［44］

当时在南昌城乘乱抢劫的多为地痞流氓和被起义军打散的原南昌城驻军。“三、六、九军的溃兵，大肆抢劫与人民感情不

好。”
［26］(p40)

为了制止抢劫这一现象，朱培德也认为要采取一定措施:“非按户清查枪支子弹，不足以禁奸止乱，乃组织检查队

六十组，每组二十人，警察四名，兵士六名，卫戍司令与商民协会各派一人，商民限一日查毕，已于十六日实行。”
［45］

但是，

抢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难以杜绝。

五、结语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借鉴，当时中共设想借助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从东江海陆

丰直接打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实行北伐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1］(p59－60)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南昌只是作为起义爆

发地，而非预定目的地。随着起义军撤离，反革命势力迅速进入南昌，并进行了疯狂反扑和大肆屠杀，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

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江西党组织和群众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全面考察南昌起义后的南昌局势，有利于还原南昌起义前

后的历史原貌，也有助于进一步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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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起义军撤离南昌未能采取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致使江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当

时起义军撤离南昌太过仓促、经验欠缺，江西省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的隐蔽和善后工作安排还不够细致。比如当时中共江西省委 7

月 31 日知道南昌起义消息，
［26］(p39)

8 月 3 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前一天，江西省委才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开

始布置各机关人员安排、各机关文件及财物的处理等。
［1］(p373－374)

时间如此紧张和仓促，使得起义部队撤离后，许多共产党人和

革命群众来不及疏散而惨遭逮捕和杀害，江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另一方面，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没有在江西就地开展革命，也是造成自身军事实力受损的重要原因。当时起义军仓

促南下，劳师远征，很快在潮汕地区遭到粤系军阀联合“围剿”。起义军几乎全部被打散，整个南昌起义部队 2 万多人最后只

剩 3千多人。
①10

与广东地区相比，江西军阀兵力要薄弱很多，当时南昌的守敌已被起义军全部消灭。南昌周边兵力主要有朱培

德部金汉鼎、杨如轩
②11

约三千人驻南昌临川一带，王均
③12
等约一万四千人驻江西吉安、万安一带。

［1］(p146)
从敌我兵力上来看，起

义军仍占优势。起义军完全有可能在江西境内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样一来，江西的革命形势将逐步发展起来，

南昌局势也将有所不同。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所指出的:“(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

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

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的发展自己的力量的……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

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p167)

总之，因没有考虑到大革命失败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机械地套用了大革命(北伐战争)的经验，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南昌的

局势陷入混乱之中。尽管如此，中共敢于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红

军，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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