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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起义失败原因论析 

游海华
1
 

【摘 要】1949年4月7日，作为蒋经国“太子军”的预干总队在嘉兴发动的起义，是一次在“蒋家王朝”统治

极为稳固的心脏地区的突然大爆炸，政治上影响极大。不过，这场起义很快以坚持时间短、战争烈度小、起义人员

大部分回归嘉兴而告终，与其政治影响形成鲜明反差。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嘉兴起义失败原因有：首先，起

义前蒋经国对贾亦斌的起疑和贾工作中的激进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其次，事不可为而为之和贾准备工作中的失

误注定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最后，起义前后的其他失当举措和一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嘉兴起义尽管军事上失败了，但基本实现了发动者从政治、军事、组织上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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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的洪流无疑是国共两军的前线攻防战。洪流之外，则是不太为学界所关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

这一支流。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作为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重地、蒋介石的家乡

——浙江省也发生了大小十多起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事件。其中，嘉兴起义是渡江战役之前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

次。 

嘉兴起义的主角是所谓的蒋经国的“太子军”——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总队（简称“预干总队”）。1949年4月7

日凌晨，该总队3000余人，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预干团”第1总队长贾亦斌的带领下，由嘉兴出走，打算经莫干山

前往天目山，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7日当晚，起义部队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11日晚，约2038名起义人员“归队”，另有百余人被“捕获”①。不难

看出，嘉兴起义坚持时间短、战争烈度小、起义人员大部分回归嘉兴，与参加人数多、政治影响大形成鲜明反差。人们不免追

问：起义骤起骤落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关于浙江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的研究，学界向来缺乏关注。已有的研究或为宏观简介，或为个案的史实梳理。②至于嘉

兴起义，既无专文探讨，亦无深入研究，本文即以“失败原因”为题，述一孔见。 

一、起义前蒋经国对贾亦斌的起疑和贾工作中的激进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嘉兴起义的发动者贾亦斌，湖北阳新人。1930年入伍，1943年以军功累升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同年入陆军大

学特别班第7期学习。1946年4月任蒋经国实际负责的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1组组长。在这里，他因研究并发表了《论预备干部制

度》以及与蒋性格相投等因素，开始受到蒋的赏识。 

6月，蒋为贾主婚，这一“难得的荣耀”，使得贾增添了对蒋的“感激之情”；在此前后的两年中，在蒋的关照下，贾先后

升任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办公室主任（蒋为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蒋为局长）、代局长。③ 

                                                        
1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解放前后浙江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资料整理与研究”（18NDJC191YB）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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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贾两人最初两年的交往，可以看出，蒋对贾有知遇之恩，贾对蒋则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然而1948年，两人的

这种“互信”关系发生了变化。 

4月，贾因不赞同蒋经国成立秘密组织“铁血救国会”，引起蒋的疑虑，从此蒋对贾采取明亲暗疏的办法，并指示亲信王升

和江国栋等暗中加以监视；当年底，贾因不满蒋“上海打虎”中对“孔令侃案”的不作为，以及在国民党中所见之种种腐败刺

激下而幡然醒悟，“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遗憾的是，对于1948年蒋态度的变化，贾

“当时都一无所知”。④ 

1949年2月，原驻南京的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1总队迁驻嘉兴，与原嘉兴、杭州两青中愿意留校的师生，一起组成

新的预干总队。总队下设军事教育、辅导、总务3个组，学员编为4个大队，全总队共近4000人；其中，第1、4大队驻东大营，

第2、3大队驻西大营。在外人看来，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是为太子训练“子弟兵”。⑤而贾则利用这种身份，

在政治宣传鼓动上，放手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在当时的条件下，既要让整个预干总队发动起来，又不能让敌人有所觉察，其中难度可想而知。对此，贾的做法是，一方

面召开各种大、中、小型讨论会和座谈会，了解学员思想动态，借机因势利导，求得共识；一方面以学员最关心的“和”与“战”

问题，组织大型辩论会，学员张若虚等提出的“主和论”得到贾“旗帜鲜明地支持”。 

此外，在各种报告会上，贾“以大量事实毫不含糊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昏庸无能，前方

军事上节节败退，后方民不聊生；豪门巨室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同时“又策略地不予指名道姓，以保持分

寸”；在总队出版的《甦报》和各大、中队出版的墙报上，“组织学员自由发表见解和主张”。 

在贾看来，通过“这样一系列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鼓动活动，使整个‘预干总队’官佐、学员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是“充分利用当时蒋介石发表文告‘求和’与李宗仁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一事”，是“贯彻执行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

作战’的主张，是在‘走第三条路线’”，使外人“不敢妄加干涉”，“对起义的发动极为有利”；“这种将国民党的口号接

过来为我所用的方法，可称之为‘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收到了很大效果”。⑥ 

贾的上述高调、激进的宣传鼓动给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第2大队第7中队学员吕佩义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西大

营操场上的辩论。贾亦斌总队长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直言不讳地讲：现在国民党在前方是节节败退，后方则民

不聊生。当局因为派系林立，导致政权腐败，有的甚至把金银财宝运往美国，准备去做百万富翁。这样下去，我们是跟着他们

继续打内战、同归于尽呢？还是应该另走‘和谈’新路呢？然后要我们畅所欲言，国难当头，是‘战’还是‘和’？我们知识

青年军人应该怎么办？大家以他为中心，席地而坐，热烈讨论”。⑦第3大队第10中队学员李文轩回忆，贾亦斌组织的“大组发

言小组讨论和解放后的学习形式一样；他的张若虚（一个学员干部）案⑧，似有称霸一方之慨；又曾一度提出‘一次革命，两面

作战’的口号。 

这就是说谁好就向谁，谁坏就打谁”。⑨辅导组民运股长俞焘记述，在各大中队辅导员、《甦报》通讯员和全体教官参加的

辅导组座谈会上，张若虚、王家骏、李德厚等“争先发言，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异口同声疾呼：‘不能再充当看家狗了，

我们应团结起来，闯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贾总队长很满意，不时加以鼓励和引导。最后作了总结，并肯定了这次座谈

会的成果”；接着，在各部门进行座谈、讨论，贾又“表扬了一大批积极发言的学员”；《甦报》在这一场讨论和辩论中，也

连日报导会场的情况和发言内容，选登学员来稿，并每期发表短评，进行配合宣传，推动辩论步步深入。⑩ 

要将作为“太子军”的预干总队转变为起义部队，不采取非常手段确实不容易实现这种转变。问题是，贾的高调、激进宣

传鼓动方式，极易引起各方关注，对贾已起“疑虑”的蒋经国更是虎视眈眈。贾后来的回忆记述，国民党内有人“派出特务在

‘预干总队’驻地西大营北门外，设了一个伪装的货摊，日夜监视”，蒋的亲信江国栋“携带大量银元来到嘉兴，在一家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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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里设立了秘密据点，四处活动”，暗中调查贾的言行；1949年2月底，国防部曾向保密局（军统局）嘉兴站发出电示：“贾亦

斌言行偏激，应予慎防”。○11辅导组书记刘耀诚回忆，辩论大会后，“一部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军官、学员，向特务机关作了

反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紧接着“就派特务来嘉兴秘密调查，收集各种讨论会、辩论会材料，向特务机关汇报”。○122

月中下旬，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派到嘉兴总队部帮助贾准备起义的中共党员（担任贾的秘书）张文藻注意到，总队部突

然并进杭州青年中学的一批新人，“很担心”，即叫预干总队贾的文书张维将这一情况通知在上海的贾。○13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贾在总队的一举一动，蒋经国通过其在校内外的多条内线是了然于胸的，蒋且认为贾的行为确属

“反常”，尽管蒋无法洞知贾的内心想法。因此，才有了3月初，蒋经国命令贾去溪口面见蒋介石的来电，以及随后的多次来电

催促。事后，贾认为他的八九天溪口之行，未被蒋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抓到我的什么把柄”○14，然而在贾3月11

日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国防部就发出电文，免去贾的本兼各职，调南京卫戍司令部工作○15。 

不难看出，在贾自认为“由于我沉着对付，才得以化险为夷”的溪口之行，蒋氏父子恰恰认定贾不可靠，因而最终作出了

将其撤职的决定，以切断贾与预干总队的联系，防止预干总队出现“异动”，尽管他们还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说，正是贾在总

队里的高调、激进宣传动员，才导致了其被撤职，也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至始至终，蒋经国就没有放松对贾和预干总

队的监控，正所谓“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二、事不可为而为之和贾准备工作中的失误注定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 

平心而论，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和重兵把守的京沪杭地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其实并不适合发动

起义。贾亦斌等和后来指导起义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对此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段伯宇回忆，1948年秋，他应贾亦斌之约，到贾南京的寓所看到刘农畯、宋健人等五六位陆大同学“争论的面红耳赤”，

贾告知：“同学们讨论的主题，要在南京搞暴动”，如果失败就上山打游击。段“觉得很突然”，认为在重兵集结的南京起义，

无异于以卵击石，搞革命不宜盲动，应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结果“得到多数人的同

意”。○16之后，大家分头利用各自条件，争取部队，转入实际行动阶段。预干总队在南京成立以后，贾在学员中秘密进行起义准

备工作。而段本是一个与党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他则多方设法打通党的关系，不久通过他的表弟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接上了关

系。 

1949年元旦，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委派李正文具体负责与贾联系和指导起义事宜。不久，张否定了贾与

李正文、段伯宇等人商定的一个规模庞大（六七万人）、在京沪杭地带联合起义的计划，认为条件尚不成熟，主张把起义工作

的重点放在贾所领导的预干总队上。 

张并特别强调指出：预干总队的反正起义，可以达到动摇蒋的总后方基地的作用，政治影响极大；即使起义不能取得军事

上的胜利，也可打破蒋介石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起到配合策应的作用。 

根据张执一的指示，李正文与贾、段仲宇、刘农畯3人专门研究了预干总队的起义问题。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争论较大。

主流意见认为，当时京沪杭地区敌强我弱，嘉兴地区周围驻有国民党重兵，如在渡江战役以前行动，起义部队将很难冲出敌人

的包围圈，难以成功；如渡江战役以后，作里应外合的起义，成功的把握比较大。会议最后决定，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待机行

动。○17  

3月中旬，正在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得到已被免职消息的贾，面对事态的突然变化，深为痛惜，又极不甘心。他认为，起义

的思想已在预干总队广大官兵中酝酿成熟，扎下了根；只要他登高振臂一呼，预干总队的广大官兵就会立即群起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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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也确不出他所料，当贾的撤职命令公布以后，预干总队顿时大哗，哄闹起来。为稳定学员情绪，新任总队长黎

天铎以欢送贾为名，特地邀请贾到嘉兴出席欢送大会，同时聘请贾为“名誉总队长”。 

当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也鉴于时机尚不成熟，不应放任学员盲目大闹，引人注意不利起义，于是指示贾接受邀请，

赴嘉兴去稳定局势，并要求贾提醒起义骨干注意隐蔽，讲究斗争策略，耐心等待时机。 

实际上，当贾将其被免职的情况向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汇报后，李正文即召集贾、段伯宇、刘农畯3人开会，讨论起

义办法。段回忆，他们根据当时敌我形势，都认为起义难于成功，“但贾亦斌同志表示，不论胜败，要坚决起义”，“李正文

将讨论情形向张执一同志反映。 

经组织反复考虑后，由正文同志转达，批准贾的起义”。○18这样，4月2日，李正式向贾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

指示：决定预干总队4月15日在嘉兴起义；起义后部队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3日凌晨，贾乘火车秘密抵达嘉兴，开始进行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 

此时的贾也意识到选择在嘉兴就地起义，困难多，危险大，取胜难。表现在： 

1.国民党在天目山—嘉兴—浦东一带是重兵把守，仅美式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就有四五十万，加上交警、保安部队和宪警特，

总数号称七八十万以上。 

2.对起义军来说，嘉兴无可依托之山丘，却有重重水网之阻碍，而敌人却据有沪杭、浙赣两铁路及京杭国道等交通线，可

迅速调遣部队，围追堵截。 

3.“预干总队”仅有4000人，得不到接应，孤立无援。 

4.后勤给养存在问题。 

5.贾已被剥夺了对预干总队的“合法”指挥权，加上渡江战役在即，国民党军警宪特加强了军事管制，这些都增加了起义

的难度和障碍。 

6.当时江南已进入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打仗，困难倍增。○19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4月4日深夜，贾在一个秘密地点召集起义动员会时，一名

学员突然提问：“‘我们何时行动？到何处去？与共产党有无联系？’”○20，会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刚才提问学员已经将相关情

况报告了其所属的中队长林荫，而林正是黎天铎的亲戚。 

6日下午，第1大队长李恺寅急奔贾的住处，告知黎已知贾在嘉兴，起义已经暴露。其实，4日会后贾已经意识到起义计划暴

露，决定提前举行起义，并于第二天向正好来嘉兴视察的李正文作了汇报，李批准了提前起义的计划。6日下午得知已经暴露的

确切消息后，当晚贾即开始起义的行动。事后，贾反思：“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21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贾亦斌、段伯宇等一群陆大同学萌发起义想法的1948年秋开始，到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决

定预干总队4月15日在嘉兴起义的1949年4月2日为止，这一段时间中，无论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还是贾亦斌等陆大同

学，都认为在京沪杭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不成熟，因而他们提出的对策都是积极准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即使贾本

人，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如认为“不能这么绝对地看问题，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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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出其不意，安全越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胜利就大有希望。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22，但是当他4月初正

式启动嘉兴起义的准备工作时，才进一步意识到起义困难多、危险大、取胜难。这说明，在4月20日渡江战役之前，如在京沪杭

地区发动起义，一般情况下几无成功的可能。而贾亦斌4月初秘密准备起义工作中因失误（对提问学员没有采取断然控制措施，

致使起义消息暴露）而不得不提前发动的起义，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将起义胜利的目标定位为“起义的有生力量挺进到天目山，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取得联系”的话，那么提前发动

的嘉兴起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所谓事不可为而为之，它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与之相反，原来与贾亦斌相约同时起义的陆大同学，则在渡江战役以后带领部队成功起义。如王海峤率领的工兵第四团，

把部队和筑路的机车车辆沿浙赣铁路散布了数百里，断绝了交通，阻止了蒋军的南逃，配合了杭州的解放；段仲宇不仅利用港

口司令部的有利条件，为伞兵三团起义做了掩护工作，而且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还率领所掌握的辎重汽车团（二个团、六个

营）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齐国榰则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率领保安部队在金坛一带投向人民。○23贾亦斌同学成功起义的

案例，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嘉兴起义时机选择的失当。 

三、起义前后的其他失当举措和一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除了前文述及的贾亦斌的高调激进动员、发现起义骨干“异常”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控制等

失当外，起义前后贾亦斌等的其他一些失当举措，大大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贾亦斌是嘉兴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是嘉兴起义的灵魂人物。可以说，没有贾，就不会有预干总队的嘉兴起义。在预干

总队上层，贾发展的起义骨干有：辅导组组长刘异、第1大队队长李恺寅、第2大队队长邓道三、第3大队副大队长胡岳宣、第四

大队副大队长兼第13中队中队长陈国骅、直属文化宣传区队队长刘汝沧和《甦报》通讯员李德厚，总队附文承山、秘书吴文简、

总务组出纳员张维、辅导组书记刘耀诚和辅导员王家骏，第1大队第1中队长曹仲如、第2大队第7中队长杨今，第3大队附第11中

队长彭少怀、第12中队长陈济光、第11中队辅导员张若虚等。而在中下层，则是上述骨干通过结拜金兰的形式建立“三三”秘

密小组（即每个骨干发展两个人员组成一个小组○24）。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骨干和“三三”秘密小组拥戴贾、支持贾，才使得贾发动起义时，除第4大队的第13、16两个中队和军

事教育组、总务组一些教员没有参加外，“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都被贾带出了嘉兴（“假名演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

正是因为这样，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始终有一批人忠于贾、追随贾。 

遗憾的是，起义发动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贾只有单线联系，没有在“预干总队”内部发展党组织○25；起义后，贾在乌镇起

义誓师大会上，也只是强调进行反内战、求和平、反贪污腐败的反蒋起义，没有明确宣布是举行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26这种

维系在个人威信上的起义○27，以及没有“主义”信仰或党派组织统合下的起义，一当面对强大敌人的镇压○28、兵分三路突围导致

权威不在场（乌镇誓师大会后由贾亦斌、李恺寅、刘异各带领一支部队，分路突围）或敌人“剿抚兼施”政策○29等情况，很快就

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如7日，“不愿随行中途归队之学员已达百余人”。○308日，“发觉受骗后”陆续返回嘉兴的学员“已有二

百余名。另有在途失散分别在德清、吴兴乡间停留者亦有数十人”。○319日，“来归者已逾千人”。○32到11日晚，约2038名起义人

员“归队”。○33可以说，在国共政权即将易手的关键关头，没有在起义队伍中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起义后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

产党的旗帜，致使起义队伍缺乏足够的凝聚力。 

起义前后，贾亦斌对杭州青救团等的秘密侦察和破坏活动防范也很不够。如前所述，贾对青救团的监视和调查活动是知悉

的（见本文第一部分），但是贾似乎防范无力，或者说没有什么得力措施加以防范，至多是谨言慎行，这导致青救团的监视和

破坏活动更加有恃无恐。另有记述，贾被免职以前，就时常有杭州‘青救团’的人来，以“访友”、“访同学”为名住在营内，

行动诡秘，不久回去；贾被免职以后，辅导组的彭灿、谢又华等人，不时到中队里去找人谈话、串连；另外，本来经过起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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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一小部分学员直接逃回家去、有些身份已经暴露的“青救团”成员回杭州了，部队整编后应该是人数减少，但结果反而比

原来的人数为多。○34这说明，至始至终，杭州的青救团就没有放松对预干总队的监控；起义过程中，预干总队隐藏的人，和杭州

派来招抚的同学里应外合，很快促成了起义部队的瓦解。嘉兴起义后，杭州的青救团又安排了一批新的人员混进来，继续加以

监视。 

起义过程中，放松对“预干总队”黎天铎、祁宗汉、潘振球等领导人的“管控”，是导致起义很快失败的另一原因。黎、

祁、潘都是“预干总队”的副总队长，黎天铎更在贾被免职后继任总队长。知情者指出，他们3人都是蒋经国的铁杆支持者，对

蒋忠心耿耿，也是贾潜在的对立派。○35据说潘“获悉贾等有叛变之意图时，曾婉言劝阻”，未被贾等所接受，贾的一心腹干部“曾

建议将潘胁迫同行，而在途中予以格毙，惟贾称：在道义上未可如此。故临行时将潘留下，未与为难”。○36另有说法是贾发动起

义时，黎、祁、潘都在场，因第15、16中队“不肯随行”，“贾闻讯后挟持黎总队长前往劝导，至中途复以时间不及折回”，

乃“胁迫黎总队长”并率领队伍向乌镇方向前进，“潘、祁等就在此时乘机脱险”。○37还有说法是黎被贾带走，潘、祁则留在总

部内，直至最后队伍走完，才撤去学员看守。○38而贾记述，“黎天铎、潘振球等人也被学员押着跟随部队行动”，7日傍晚，在

贾“率领队伍向前冲锋无暇顾及时”，他们两人“就乘机逃脱了”。不管潘是否被“胁迫同行”，潘、祁、黎等“预干总队”

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随起义队伍行动，或最终逃脱队伍则为事实。 

而他们的不参与，尤其是脱逃或招抚，无疑加速了起义部队军心的瓦解和队伍的溃散。如起义后，没有随队的祁、潘“脱

险后即与驻禾之交警第十一总队联络派员追剿，同时电呈国防部请示，与浙省警备司令部、青年救国团等机关商讨办法”。○39脱

逃后的黎天铎，在杭州与预干局局长徐思贤见面后，“九日晚即赴武康招抚一百余学员”。○40  

起义队伍的麻痹大意思想，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此点以刘异率领的部队最为典型。乌镇誓师大会以后，起义队伍

兵分三路突围。其中，刘异率领的这支部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全队共约1000余人。贾记述，该队奋战三昼夜，10日晚冲上了

莫干山，此时官兵精疲力竭；国民党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谊，见起义队伍上山，假装欢迎，随即安排膳宿，暗

中却派警察下山，通报驻军赵蔼辉部。11日凌晨，赵部将学员住所团团包围后，即将该队1000余人俘虏缴械。○41贾的记述，和当

时赵蔼辉、王正谊的说法差不多。 

赵说，“十日，该部主力七百余人，已全部集中莫干山，当晚十一时，即开始以二连一排兵力布置于莫干山麓。十一日上

午拂晓，即令所部逐步推进，冲至山巅时，将该部所驻房屋加以封锁，即通知该部缴械”，经过谈判，“下午四时许”，该部

“决定接受命令，就地放下武器”。○42王说，刘部700余人“登山后，即由管理局予以妥善招待膳宿。并由警员冒险导引国军登

山，冒雨分布山头要口，包围招降，始得以和平解除其武装”。○42假使说部队精疲力竭接受敌人的膳宿招待尚可理解，但是刘部

居然敢于安然睡上一夜，并且被敌包围后尚无察觉，这样麻痹大意的队伍能不失败吗？ 

除了以上主观因素外，起义前后的一些客观不利因素也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如作为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预干总队

大部分学员，虽然有反战求和、革旧图新、求个人出路等想法，但毕竟长期接受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和长期训练，思想上没有和

国民党彻底切割，参与起义犹如出走家庭的孩子，一受招抚即回归。又如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本身没有多少实战经验○44，虽然部

分在东北、华北参加战争，但没有经历过长期、艰苦战争的考验；参军之前，大都是知识青年，相对家庭还是社会其他成员来

说，受到的照顾和优待都相对多一些；在预干总队，由于“太子军”的身份，相对其他军校或军队，长期享受较好的待遇（学

员一律以准尉待遇，月工资7块银元○45），没有经受什么磨难。这样一支“学生军”○46，可以说战斗力不强，面对着真刀实枪的战

争，面对着没饭吃没觉睡的日夜奔波○47，很快就坚持不了，垮了下来。再如起义的最初几天，除了7号以外，大多是雨天，道路

泥泞○48，加上江南水乡环境等，导致起义队伍行军速度放慢，很快被拥有公路铁路和先进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分割包

围，自然难以在短期内突围到天目山区。 

此外，经费缺乏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起义发动的6日，国防部正好给该部下发了7亿元款项，但因“该款尚在银行内，当晚

未及提出，故叛变时仅带极少数之款项，沿途粮食无着，已极为狼狈”。○49学员金星昶回忆，起义后的战斗过程中，“没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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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就用仅有的行李衣服去换吃的”。○50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检视，嘉兴起义失败，有多种致因。首先，早在1948年，因工作和思想分歧，蒋经国已对

贾起了疑虑，并指示亲信对贾暗中加以监视；1949年2月，预干总队迁驻嘉兴后，贾的高调、激进宣传鼓动方式，引起国民党当

局尤其是蒋的警惕，这无疑为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也促使蒋氏父子下定决心及时免去了贾的本兼各职。其次，中国人民解放

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和重兵把守的京沪杭地区，其实并不适合发动起义，无论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

委员会，还是贾亦斌等对此都有比较充分的认识，4月初秘密准备起义工作中贾的关键失误更增大了起义失败的几率，所谓事不

可为而为之，这注定了嘉兴起义是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 

最后，起义前后贾亦斌等主观上的其他一些失当举措，如没有在“预干总队”内部发展党组织，没有明确宣布起义是中共

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对青救团等的秘密侦察和破坏活动防范不够，放松对黎天铎、祁宗汉、潘振球等预干总队领导人的“管控”，

起义队伍思想麻痹大意等；客观上的一些不利因素，如预干总队大部分学员思想上没有和国民党彻底切割，本身没有多少实战

经验和战斗力，起义最初几天大多雨天和道路泥泞从而导致行军速度缓慢，经费缺乏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起义失败的概率。 

嘉兴起义尽管失败了，但无法遮挡它的积极意义。当事人发动起义最初和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政治上给蒋政权心脏地区来

个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以此向国内外宣告蒋氏政权内部众叛亲离的局面；军事上打乱其部署，动摇其军心；组织上使其原来准

备在长江以南建立30个新军，形成与解放军隔江对峙局面的计划彻底破产，当事人并认为，“只要起义能达到预定的三个目标”，

“那么即使付出个人的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是值得的，是在所不惜的”。○51事实上，嘉兴起义基本实现了发动者从政治上、

军事上、组织上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初衷。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刊登嘉兴通讯称：嘉兴起义，“不但使嘉兴人

民引为惊愕，同时亦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预干总队的前身，即是在战时响应元首‘十万青年十万军’所号召的爱国知识

青年们。他们曾经在抗战时期，在缅甸公路有过不可磨灭的‘光荣历史’，胜利复员后，在蒋经国先生的领导下，锻炼得更坚

强，更果敢……在人民的目光中，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模范军人’。这次突然的发生此一不幸事件，确为全国人民所关怀”。○52  

注释： 

①《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版。 

②《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大员在浙起义概述》，《浙江档案》1992年第11期；徐承伦：《胡允恭策动陈仪浙江起义前后》，

《党史纵览》1996年第3期；周洗华：《浙江解放的故事叶芳起义》，《今日浙江》1999年第10期。 

③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

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总第132辑），1997年印，第122、125、127、130、141～144页。 

④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

订本第45卷第132辑，2011年印，第280～290页。 

⑤贾亦斌记述：“蒋经国对这支部队的建立极为关切。‘预干总队’成立和我就任总队长时，他还曾从杭州家中来电表示

祝贺，希望这支部队成为拱卫蒋家王朝半壁江山的核心和骨干”。参见贾亦斌《嘉兴起义》，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黎

明前的抉择——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版，第183页。 

⑥○11○14○17○21○22○25○41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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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191、192～193、196、188、202～203、189、193、212页。 

⑦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

义始末》，第302页。 

⑧所谓“张若虚案”，据张若虚回忆，系“我在大会上发言，提出了国民党已腐朽，无药可救，共产党好坏，我们均未目

睹，因此救国救民，只有走‘自力更生’，开辟根据地，建设新国家的革命道路”。张若虚：《嘉兴起义的一些回忆》，《黎

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6页。 

⑨李文轩：《投笔从戎，抗日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

第314页。 

⑩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

起义始末》，第287～288页。 

○12刘耀诚：《“预干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部分情况》，《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

嘉兴起义始末》，第254页。 

○13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

第249页。 

○15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刘耀诚：《“预干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部分情况》，《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

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49、254页。 

○16○18段伯宇：《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

始末》，第240、245页。 

○19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189、202

页。 

○20对于这次动员会，张若虚、吕佩义的回忆都证实了贾亦斌所述的情况。张若虚《嘉兴起义的一些回忆》，吕佩义口述、

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6、

303页。 

○23贾亦斌：《嘉兴起义》、段伯宇：《蒋军心脏中的一条秘密战线》，《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

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21、254页。 

○24第3大队第13区队学员金星昶回忆，“‘三三’小组，是单线接头、单线活动和单线领导的。这个组织的目的和应注意的

事项是：一个人只准告诉三个最好的朋友。即是说每个人只知道是谁告诉他的，而这三个人是互不知道的。这三个人同样每人

只准发展三个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最好的朋友就不发展”。吕佩义回忆，所谓“三三”小组，系“由一个起义骨干发展三个

人成立一个小组，再由小组的三个人每人另发展三个人。这样层层发展，成为更多的‘三三’小组”。‘三三’小组的成员自

愿发誓：同甘苦共患难，永不背叛”。胡岳宣记述，“我和第12中队长陈济光积极在三大队发展秘密‘三三’小组。在第10中

队中，区队长吴卿、方鼎坚，机枪手占焕林、占金余，少尉司书王善恒，文书朱继康，学员朱祥富，均为‘三三’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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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分别参见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

胡亚力（岳宣）《起义火种不灭——回忆嘉兴、厦门的两次起义经过》，《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

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97、302、265页。 

○26据7日嘉兴电称，起义的口号为：“反对共产党暴力，不满国民党腐败，共同创造，自力更生”。尽管“反对共产党暴力”

这一口号，是为了迷惑国民党当局，但至少说明，起义部队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李馥承记述，贾的乌镇讲话中，“仍

不提起义，只说今后有了新的希望，今后要推行新的办法，比如官兵都没有工资，官兵同等生活等。此时，第三大队及第四大

队的第15、16中队，本来对于起义是不明白的，对于这样的行军更是有所怀疑，听了讲话，更不懂贾亦斌的意图了”。分别参

见《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版；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

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0页。 

○27张维记述，大约在3月20日左右，贾亦斌约他、李达祥、吴文简三人作了一次谈话，暗示说：“……你们应该相信我，我

是会把你们带上光明大道的，你们看形势不是发展得那么迅速吗？当然，我们还要做极困难的打算，例如三五个月或许半年一

年没有薪饷，但饭是有得吃的，你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你们愿意跟我走吗？”，贾对他们作了一些起义准备工作指示后，“从

此以后，我们三人就心照不宣地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可见，在决定起义前夕，贾仍然没有向其心腹张维等透露半点与中

国共产党的关系；所谓起义，还是在贾亦斌带领下找个人或小集体出路的一场军事行动。张维：《我为贾亦斌做联络工作》，

《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50页。 

○28李馥承记述，“起义部队到达京杭国道时，已被四面堵住。前有浙江保安团，左有“青救团”，右有湖州保安大队，后

有交警第十一总队”。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

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0页。 

○29所谓“剿抚兼施”政策，“剿”主要指调集军队武力包围镇压，如7日“浙省府周主席闻讯后，即派兵追截，并令该沿途

各县自卫队驻军严予监视”，又如8日新闻报道：“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国防部于据报后均先后以长途电话严饬追回。现已有

国军X个团布署在京杭国道予以截击”。“抚”主要指除贾亦斌等外，对其余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如预干局局长徐思贤8日

抵嘉兴后，即“召集总队部留禾之官兵员生训话，阐释当局对此事决本宽大为怀之旨，且是非功罪均已明了，嘱各安心操课”，

同时“分派干员四出招抚，一面对归来携有枪械之人员嘱其安心服役”，又如“驻杭青年救国团于九日上午派员二十余名前往

武康叛兵驻地进行劝说，邀彼等从早悔悟，即行返防”。另据俞焘记述，7日，国民党当局除派出交警第十一总队、杭州派出3

个团追击外，“并通令各地保安团、警察局等进行拦击”，“还出动飞机侦察和散发‘贾亦斌有野心’、‘胁从同学无罪，希

速归来’、‘欢迎被胁从的同学回归’等传单。驻杭州的青年救国团也全体出动，向起义学员喊话”；各报纸登载“以五万银

元悬赏贾亦斌头”的大幅广告。蔡元希记述，“国民党派来的飞机散发传单。传单上印有：同学们，千万不要上贾亦斌的当！

希速回头！欢迎被胁从的同学归来！重赏银元购缉贾亦斌！”分别参见《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

1949年4月8日，第2版；《嘉兴受骗官兵业已陆续归来》，《东南日报》1949年4月9日，第4版；《嘉兴被迫受欺官兵已有千人

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版；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蔡元希：《我也是起义人员之

一》，《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9、309～310页。 

○30《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版。 

○31《嘉兴受骗官兵业已陆续归来》，《东南日报》1949年4月9日，第4版。 

○32《嘉兴被迫受欺官兵已有千人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版。 

○33《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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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

始末》，第282、278页。 

○35李馥承：《关于“预干总队”及其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

末》，第276、277页。 

○36《预干总队出走官兵二千余人送禾》，《东南日报》1949年4月14日，第4版。 

○37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版。 

○39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版；《驻禾陆军预备团一总队学员千余人叛变》，

《申报》1949年4月8日，第2版。 

○40《禾预干团叛部侷处一隅短期内即可解决总队长黎天铎返杭赴武康招抚》，《东南日报》1949年4月10日，第4版；《申

报》1949年4月11日，第2版。 

○42《禾被胁出走官兵大部业已来归》，《东南日报》1949年4月12日，第4版。 

○43《禾预干团叛变事件解决学员二千余归队》，《申报》1949年4月13日，第2版。 

○44李文轩记述，7日乌镇“枪声四起，一片混乱。这时的我一筹莫展，只好在夜幕中向桑林里乱窜，直到中午前后才跑回嘉

兴西大营，随即被收留”。李文轩：《投笔从戎，抗日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

队嘉兴起义始末》，第315页。 

○45俞东留（俞焘）：《“预干总队”与嘉兴起义》、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

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84、295、301页。 

○46贾亦斌记述：越过京杭国道之后，“掉队的情况越来越多，官兵们的确饿极了、累极了。饥饿、疲倦、日晒、雨淋，紧

张的战斗，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敌人轮番不地追赶袭击，这对许多过惯了学生生活的学员来说，确实达到了体力所能忍耐的极

限，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娘肚子里出来之后从未吃过的苦啊！”。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

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13～214页。 

○47刘汝沧和蔡元希记述了吃饭困难的情况。刘记述，“由于数日未能很好进食，饥饿难忍，我与杜才巨等人在一民家买米

煮饭”，随后被俘。蔡记述，“8日黎明，我们到了练市镇。……已感到疲劳，又加饥饿，我就在镇上一爿米店里买了大米，准

备造饭。但米还没有烧熟，又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枪声，部队又奉命继续出发前进，这顿饭只好抛弃”，第二天，“因大家饥饿

得很，我们就走进一个农户家里，向他们买了数十只鸡蛋，要求他们帮助煮煮熟。刚吃完一半，又传来了枪声，而且枪声很近。

我们就把剩余的鸡蛋带上，刚一出门，就碰上了围剿部队，无奈举手缴械”。分别参见刘汝沧《我参加嘉兴起义前后》、蔡元

希《我也是起义人员之一》，《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63、310页。 

○48贾亦斌记述：7日“晚上，天气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起义部队冒雨急行，途中泥泞路滑，行走艰难。江南水乡，处处

是河湖港汊，不时要涉水而过，几乎人人都全身湿透。雨后天气转冷，寒风一吹，冷得全身发抖”。吕佩义记述：“刚打退了

敌人的冲锋，天就下起了大雨。我们冒着滂沱大雨连续作战，……我们冒着倾盆大雨，一身水，一身泥，踏着泥泞的道路，边

跑边打”。贾亦斌：《嘉兴起义》，吕佩义口述、詹庆群整理：《嘉兴起义亲历记》，《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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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10、305页。 

○49《预干总队出走官兵二千余人送禾》，《东南日报》1949年4月14日，第4版。 

○50金星昶：《嘉兴事件的回忆》，《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298

页。 

○51贾亦斌：《嘉兴起义》，《黎明前的抉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嘉兴起义始末》，第188、189

页。 

○52陈剑雄：《禾预干团学员出走归来》，《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