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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社党和巴布札布在东北的复辟暴乱

常 城

清朝覆灭后
,

清室余孽勾结
“
蒙匪

” ,

在 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
,

在东北
,

以大连和海拉尔

一带为基地
,

掀起复辟暴乱活动
。

这次暴乱
,

是清朝灭亡后的首次复辟事件
,

也是 日本侵略

者肢解东北的早期试尝和
“
九一八

”

事变的前奏曲
。

这次暴乱
,

过去史书记述简略
,

不够全

面
。

本文试再论述之
。

清朝覆灭前夕
,

皇族良弼
、

溥伟
、

铁良和肃亲王善誉等
,

结成集团
,

反对清帝退位
,

反

对
“

南北议和
” ,

顽固维护清王朝
。

这些余孽
,

人们称为宗社党 (其实当时并未组党 )
。

在清

朝灭亡前后
,

这些人
,

有的被刺 ( 良弼 ) ;
有的潜逃各地

,

进行复辟清朝活动
。

当时
,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日本加紧侵略中国
,

在 日本侵略者中间
,

有的支持

清王朝
,

企图绞杀辛亥革命
;
有的

“

支持
”

革命党
,

阴谋从中投机渔利
;
有的谋划

“
出兵满

洲
”

(如山县有朋等 ) ;
有的支持宗社党

,

籍以侵吞东北
、

内蒙
。

以川岛浪速为首的日本
“

浪

人
”
和一些 日本军人

,

即属后者的一派
。

他们在 日本参谋本部和 日本关东都督的支持下
,

积

极勾结宗社党
,

拉拢肃亲王
,

阴谋建立
“

满蒙帝国
” ,

借以肢解整个
“
满洲

” 。

川 岛浪速是 日本
“

玄洋社
”
的

“

浪人
” ,

是个老
“

中国通
” .

他和肃亲王善普是
“

老相

识
” 。

早在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时候
,

他就和肃亲王相互勾结
,

镇压北京人民的反抗
.

1 9 0 6 年
,

善誉在北京创办高等巡警学校时
,

川岛为之推荐教官 ; 这些教官都是 日本侵略分子 (如叮野

吾马
、

田弥助等 )
。

善省任民政部大臣时
,

又请川岛作为顾问
.

清朝一垮台
,

川岛即在 口本

守备队长菊池武夫等协助下
,

将善普由天津接到旅顺
,

在日本关东厅的保护下
,

从事清廷复

辟活动
。

在护送善晋到旅顺的同时
,

川岛等人又
“

对蒙古王公下手
” 。

从北京将喀喇沁王 (宗社党

分子
、

善普的妹夫 ) 等
,

送回内蒙王府
,

策动内蒙的
“
独立

” ; l 月 29 日 (1 91 2)
,

并与该王
“

达成了蒙古独立的协定
” ①

。

于是
,

即以旅大和内蒙为中心
,

在东北掀起了一场在 日本操纵下的复辟暴乱活动
,

妄图

建立
“

满蒙帝国
” 。

在大连等地
,

川岛浪速伙同日本退役军人
,

如高山公通
、

松井清助
、

多贺

宗之等
,

积极招募
、

训练土匪
; 组织

“

勤王军
” ,

发展
“

宗社党
” 。

一时问
,

在海城
、

辽阳
、

奉

天
、

本溪
、

开原
、

长春等地
,

宗社党 徒纷纷 出现
。

如 《清代档案史料 》 记载
,

在辽阳
: “

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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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到处鼓惑

见肃邸 (肃亲

惑
”①

。

又有
:

铁岭一带为援

大肆发展
, “

能招五十人者授以尉官
,

招 百人者
,

授以佐浪
’ ,

且偕赴旅 j]演
,

引

邸 ) ” ; “

其党首王宝亭
· ·

… 往来:f’. 辽
、

社党人高向南
” ,

拟
“

在开原起事
,

以开

奉
、

旅
、

连之间
,

下流社会多 波诱

(原 ) 为根据地
,

散布同党在 昌图
、

类似记载
.

还有很多
。

沁咋场叭

随着宗社党的发展
,

日木侵略者便在内蒙筹划暴乱
。

1 9主匕年葬
、

六 月问
,

他们从大连向

内蒙
,

开始运送 日本军火
,

指挥运送者是 日本歹徒魁边龙积宗社党徒左宪章等
,

参者运送者

有
“
百余人之众

”③
。

当运送的车队
,

从公主岭行至郑家屯北某地时
,

当即被我驻军 (昊俊

部 ) 拦截
.

匪徒首先开枪
,

双方发生激战
,

打死 日人 3 名
,

活捉口人 13 名
,

擒毙其他匪徒 .2 6

名 (我方亦有伤亡 ) ;
缴获大车 43 辆

,

军火 2 90 余箱①
。

军火被截
,

暴乱破产
。

事后
.

东三省

总督赵尔粪下令
: “
凡属宗社党徒

,

立即正法
” ·

几个月内
,

宗社党徒多被捕杀
,

其机关亦多

被破获
.

这次琴乱
,

日本史书称之为
“

第一次满蒙举事
” 。

复辟暴乱失败后
,

川岛
、

善省等仍不死心
,

继续招兵买马
,

发叱宗社
.

党毛i
一 、 一

七井力愿浏

川岛对他的支持
,

甚至以女儿相赠
。

他对川岛说
: “

我 己没有什么东西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心 1青

了
,

我有儿女
,

你可以随便挑选
,

作个纪念吧
” .

川岛欣然接歹
,

将善借之女 (第十四女 ) 领

回 日本
,

起名川岛芳子
。

此女后来作恶多端
,

为日本侵略杆人效其价
。

1 9 1 4 年
,

日本大限内阁上台
,

积极进行侵华活动
;

除公步卜出兵山东相提出
“

二十一条
”

之

外
,

又暗中鼓动川岛浪速等人
,

支持肃亲王
,

.

继续进行复辟活动
。

为此
.

在大缎的支持下
.

宗

社党在东京正式成立 (此前
,

宗社党虽有共名
,

并未举行组党仪式 )
。

据善省之子宪均的回忆
:

宗社党是
“

在大限重信的策划 下组成的
” ⑤

.

组党时
,

他二哥宪德 (善害的二儿 子) 到了东京
,

代表善誉出席该党组党仪式
。

他说
: “

宗社党成立时照了一张相
,

前排正巾 坐若宪德
,

弃西式

礼服
,
左首坐着升允 (曾任陕甘总督 ) 穿长袍马褂

;
右首坐着头山满

。 ·

一 川岛浪速
、

宫岛

大八 (日本浪人 )
、

工藤三郎 (后为溥仪警卫队长 )
、

若日太郎 (后为大连市长 ) 等三十多人

(都参加了 )
” ⑥

。

这表明
:

宗社党完全是个傀儡党
。

它的成立
,

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
。

宗社党正式组成后
,

日本侵略者又为之筹借经费
。

大限
“

以首相的名义作担保
’ ,

⑦
,

由日

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借给善首百万日元
,

条件是将允许大 仓开采东北的森林矿产
。

1 9 16 年
,

袁世凯复辟称帝
,

中国掀起反袁浪潮
。

日本侵略者见有机可乘
,

积极策划侵略

中国
。

同年 3 月
,

大限内阁召开会议
,

讨论对 华侵略政策
。

会议认为
:

现在中国的现状是
:

“

袁世凯威信失坠
,

民心叛离
,

国内不稳
。

· ·

… :此时
,

帝国应采取的方针
,

其目的为在中国确

立优越势力
” ⑧ ;

同时决定
:

对目本
“

民间有志之士
”

的反袁活动
,

口本政府应
“

默认之
” 、

。

在这一方针的鼓动下
,

臼本大陆
“

浪人
”

在中国的反袁活动
,

纷纷而起
。

川岛浪速等重振旗

鼓
,

在参谋本部和关东都督的暗助下
,

操纵肃亲王
,

再次策划复辟暴乱
.

1 91 6 年春
,

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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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袁
”

的 口号下
,

提出
: “

推倒袁世凯
,

拥戴善曹继清室大位
” 。 “

命令日本现役军官土井大

佐
,

率同大批下级军官
,

组织反袁军
,

并策动一切
。

… … 在大连集合宗社党二千余人
,

大都

为土匪
,

组织一种军队
,

号称勤王军
。

此外又 召集蒙匪
,

为蒙古宗社党
,

与蒙匪首领巴布札

布联络
,

订一秘密条约
,

由 日本供给军火
” 刃 ; 并计划于同年 4 月 15 日举兵

.

攻占奉夭 (沈

阳 )
,

建立所谓
“

满蒙帝国
” 。

除上所列举者之外
,

田中义一参谋次 长
、

小池张造政务局长

(外务省 )
、

小矶国昭少佐等多人都参与指挥
。

这些人
,

后来都是 !〕本侵华的骨干人物
.

在这一阴谋的进行中
,

日本侵略者因内部分岐而形成两派
。

在他们中间
,

除主张支持宗

社党的一派之外
; 又出现了力主支

“
张

” (张作霖 ) 的派别
。

后者认为
:

支持宗社党
,

实属
“

浅 见
” ,

不如支持张作霖
。

因为张 氏已升督军
,

实 力雄厚
。

前者 称为
“
旅顺派

” ; 后者称为
“

奉天派
” .

日本政府曾试图统一两派的行动
,

但在统一未成之前
,

旅顺派即抢先行动
。

于 1 9 16

年 5 月 27 日
,

于奉天制造了
“

炸张事件
’ ,

②
,

妄图一举占领奉天
,

以实现其预谋的
“

满蒙独

立
”

计划
。

但这时袁世凯已经死去
.

黎元洪和段淇瑞起而代之
,

分任总统和总理
。

因而 日本

以
“
反袁

”
为 口 号而进行的

“

满蒙独 立
” ,

已失去借「J
。

同时
,

大限内阁的粗暴侵华政策
,

这

时已遭到了国内外的反对
.

而不得不中止
。

因此
,

它所 支持的
“

满蒙独立
” ,

也随之瓦解
。

但

川岛浪速等仍不甘心
,

继续策动
“

蒙匪
”
叛乱

; 巴布札布乘机而起
。

巴布札布的暴乱
,

不是偶然的
。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
,

他就是 日军招收的土匪
,

为日军立

过
“

大功
” 。

战后
,

日本为酬劳他
,

赠给他大批军火和 金钱
。

后任彰武警察局长
。

辛亥革命后
,

外蒙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策动下
“
独立

” ; 他闻风而动
,

立即投奔大库伦
,

前往效 力
:

沿途网罗

2 千人马
,

被授予
“

镇东将军
”
和

“

镇国公
”

爵
。

19 13 年夏至 19 14 年冬
,

他受命多次帘犯内

蒙边区 (锡林郭勒盟和昭乌达盟 )
,

大肆劫掠
,

扰乱边疆
。

因被
’

〔f军追击
,

而退至海拉尔北的

哈拉哈河沿岸盘据
。

这时
,

日本侵略者和肃亲王积极勾结 巴布札布
。

19 15 年
,

川岛浪速特派其弟川岛浪平等
,

前往游说
,

劝他加入宗社党
。

巴布札布当即应允
,

并派妻弟 (塔萨 ) 前 { l 「! 本进行联络
,

获

得 日本大批军火
.

不久
,

日本
“

浪人
”

和退役军人斋藤元宏
、

入之1二种冲
、

本 占辰二
、

松限据

告
、

井上晴能等多人
,

陆续来到巴布礼布的基地
,

为之扩招匪徒
,

指抨随军
,

使蒙匪迅速扩

大
,

山 3 千人扩到 5 千人
。

编成 3 个匪徒梯队
。

、

为使巴布札布和肃亲王联 合复辟
,

矢志为 日本效忠
,

川岛浪速又政动双方
: “
易子为质

,

以坚信誉
’

叼
。

为此
,

肃亲王特将其第 七子均奎
,

送到 巴布札布家中
; 巴 氏也将 其两 个儿子

(浓乃札布
、

甘珠尔札布 )
,

送到肃亲王府
。

后来
,

川岛浪速又将其收养的 义女川岛芳子
.

嫁

给了巴布札布的次子
。

这样
,

他们又通过
“
易子

” 、

联姻的方式
,

互结死党
;
妄 图使蒙匪南下

,

北南配合
,

一举占领长春
、

沈阳
, “

先把东北拿过来
,

然后进关复辟
” .

王 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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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6 年 7 月 1 日开始
,

巴布札布匪帮挑起一丈多高的黄龙旗
,

从兴安岭的深山中冲杀出

来
.

7 月下旬
,

攻破瞻榆县
,

进攻突泉县
。

在突泉
,

遭到了挑辽镇守使吴俊 的阻击
; 双方激

战两昼夜
,

匪部始退
。

激战中
,

匪部的日本指挥官芳林龙雄的管带巴图巴雅等被击毙
,

吴俊

l 亦身受重伤
。

战后
,

;工部迫近眺南
,

欲以挑南为据点
,

先占长春
。

8 月中句
,

转向东南
,

帘

到长春以南一带
.

当时
,

日本报刊
,

极力赞扬 巴布札布
:

称之为
“

成吉思汗再来
”

和蒙古独

立的
“

英雄
” ①

.

一时间
,

巴布札布猖狂得意
,

沿途张贴
“

布告
” ,

欺骗蒙
、

汉人民
。 “

布告
”
云

:

他
“
卧薪尝胆

,

五易星霜
,

今率义旅
,

讨平乱党… … 以扶大清皇帝为宗旨
.

一意中兴百折不

回
。

……海内豪俊英贤
,

应查知详情
,

望旗来归
,

若弃顺效逆
,

执迷不悟
,

则大军所至
,

必

加诛罚… …
” ③ 暴乱气焰

,

十分嚣张
.

奉夭督军张作霖
,

见蒙匪袭来
,

火速调军
,

前来阻击
;
并与吉军相联合

,

共谋围歼 巴布

札布
.

8 月 15 日
,

蒙匪为奉军二十八师击败
,

急退至
“

满铁
”

界内的郭家店
.

日本侵略者见蒙匪大败
,

急出掩护
。

一面派员向奉军声明
: “
满铁

”
沿线不能作战

,

以阻

止奉军的迫击
;
同时

,

为掩护蒙匪
,

又制造了
“

郑家屯事件
” ,

挑起中 日军事冲突③ ; 不但打

死奉军士兵
,

迫使奉军撤出郑家屯和四郑铁路沿线
; 而且照会北京政府

,

提出八项无理要求① ;

要中国政府惩办二十八师师长
; 要张作霖亲 自

“

谢罪
” ; 要在南满和东部内蒙设置日本警署

;

并要该地中国军队聘用 日本军事顾问等等
`

用以威胁中国政府
,

恐吓奉督张作霖
。

事件发生后
,

日本浸略者对奉军立即提出以下
“

请求
” :

对蒙匪
“
不加讨伐

” ,

使蒙匪退

回原地
.

但当奉军
“

认可
”

之后
,

侵略者又从大连调兵 8 00 (宗社党匪徒 )
,

与蒙匪混合
,

扩

大事端
.

妄图以退为进
,

再攻长春和奉天
.

张作霖发觉后
,

立即通告日本当局
,

谓
“

事变厄

测
” ,

不得不出兵讨伐
。

日本侵略者见大势已去
,

不能不送走蒙匪
.

川岛浪速亲至匪部会见匪

首
,

表示歉意
,

给以重金
,

劝说巴布札布返 回原地
.

因恐奉军迫击
,

特从公主岭调一 日军小

队
,

打着日本国旗
,

掩护蒙匪退却
。

9 月 2 日
,

蒙匪在口军的护送下
,

狼狈撤出郭家店
,

向西

北窜扰
。

九月中间
,

匕布札布突然停止北上
,

南下热河
,

进攻热北林西县城
,

以图再起
。

但

因米振标 (林西镇守使 ) 坚守林西
,

屡攻不下
,

双方激战极为激烈
。

在林西岌岌可危之际
,

巴

布札布中炮身亡 ( 另一说法是
:

中流弹身亡或被随从者打死 )
。

匪首死后
,

所部之粼饮
:

有的投

降官军
;
有的上山为匪

;
有的逃回哈拉哈河沿岸

,

后被收编
。

巴布札布的复辟暴乱
,

给东北边疆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

匪军所至
,

浩劫遍野
,

居民离散
,

羊群一空
.

《林西县志 》 记载
: “
巴布札布队伍经过之地

,

俱为灰烬
” ; 《蒙古地志》 中说

: “
巴

布札布乱后
,

( 巴林 ) 左右两旗牲畜
,

损失达三万头以上
” 。

综上所述
,

宗社党和巴布札布的暴乱
,

不但暴露了封建余孽的猖狂
;
更暴露了帝国主义

的阴谋诡计
.

中国近代历史证明
:

国内反动势力的暴乱
,

多是帝国主 义操纵的
.

(作者单位
:

东北师大历史系 ) 〔贵任编辑 陈虹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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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珠尔札布
: `巴布札布事略 》

.

《内蒙古文史资料 工十四辑第 18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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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仁一等
: 《满洲的今背 ; 第 287 一 2朋 页

。

郑家屯事件
:

1 9工6 年 8 月 13 日
.

日本在郑家屯的
“
非法驻军

” ,

指使一士兵问 一华宽买鱼
.

因 少结钱
,

华童与之

争执
; 日兵动手殴打

,

奉军出面干涉后
,

日军立即向奉军开枪
.

造成中日军 导̀冲突
.

王芸生
: 《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 矛第七卷第 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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