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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军阀的生存逻辑：孙殿英西进与北方政局之变动（1933—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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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摘要】1933年察省事件爆发后，为转移中央军事压力、维持存在，孙殿英提出屯垦西北、远离政治旋涡的设想；而国

民政府基于稳定华北局势、分化冯孙的目的，意欲引祸西去。西北三马因此掀起声势浩大的拒孙运动，晋绥系更因之坐立不

安。为策动孙部西开，阎锡山恩威并施，孙殿英无奈之下决定破釜沉舟，冀图依靠晋系援助，利用中央无力西顾的契机，率

部西进宁夏，孰料晋系突又转向与国民政府、西北三马合作，东西夹击之下，孙部土崩瓦解。阎锡山更以此为契机，不仅将

孙殿英礼送出境，并成功要挟中央将宋哲元驻晋部队调离，此前张学良冀图利用西北军旧部与晋绥系相互钳制的局面荡然无

存，华北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孙殿英作为流动性军阀的典型个案，实则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私兵体制在近

代的特殊呈现。

军阀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政治现象，主要是指以军事力量为支柱，以地域为依托，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

会活动，以获取私利为行使权力目标的个人与集团。私兵与地盘可谓近代军阀最显著的特性，如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

派，他们掌握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且能够长期控制广袤的行政区域，对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亦能不时发起挑战，可谓军阀

的典型代表。但与此同时，国内仍旧有诸多地方军事集团，如孙殿英、石友三、庞炳勋等，他们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

装，却没有牢固的统治区域，抗战时期面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军、日军、中共等多重力量的挤压，往往游走于灰色地

带，在亲日反日、亲蒋反蒋、亲共反共等多重角色之间来回反转，其政治特性与晋系、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既有共通之处，也

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客观而言，过往学界有关军阀的定义尚无法准确涵盖此类地方军事集团，若就其活动范围变幻不定、类

若流寇的鲜明特性而言，或可称此类地方军事集团为流动性军阀。1933年6月孙殿英获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此后率数万之众西进青海，在宁夏与西北马家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其中牵涉华北、西北、西南、国民政府等多方势力，

可谓窥察流动性军阀生存逻辑内在路径及其演变较具典型性的样本。

1933年察省事变的爆发使得察绥局势急剧复杂化，本属华北政治边缘势力的孙殿英部因缘际会成为影响各方势力平衡的

关键所在，其政治态度游移于冯玉祥与中央政府之间，本欲左右逢源，反引发各方猜忌。为转移中央军事压力、维护自身生

存，孙殿英提出屯垦西北、远离政治旋涡的设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基于分化冯孙的目的，对孙殿英屯垦青海未持异议，

将计就计，意欲以邻为壑、引祸西去。双方迅即达成共识，孙殿英率部进入临河、五原。此后孙殿英积极与西南、杨虎城等

地方实力派秘密联络，并吸纳土匪等边缘社会群体迅速扩充兵员，更涸泽而渔式地吸取地方经济资源，不仅西北三马掀起声

势浩大的拒孙运动，晋绥系更因之坐立不安。为策动孙部西开，阎锡山恩威并施，一方面向孙部许诺规模宏大的经济军事援

助，另一方面又向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孙殿英此时因部众迅速扩张，财赋饷项无以为继，乃决定破釜沉舟，利用福建事

变爆发、中央无力西顾的契机，冀图依靠晋系援助，在黄河冰冻之时，率部西进宁夏。然而待至孙部西移，孙马战事爆发，

阎锡山态度立即转向与国民政府、西北三马合作，共同围剿孙部。随着战事延续不绝，东西夹击之下，孙部因现实困境土崩

瓦解，孙殿英最终被迫接受改编，隐居晋祠。引发北方政局轩然大波的孙殿英西进事件，本质仍旧是流动性军阀谋求生存、

国民政府各方势力因应处置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冲突的另类面相。通过对孙殿英西进青海事件的再考察，正可窥视流动性军阀

的生存逻辑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形态。

其一，流动性军阀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以私恩结合部下，以采邑待遇防区，其志

不过求达升官发财之目的，或借此以为保全权位之工具而已”，其本质仍旧是传统私兵体制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呈现。相较于

控制部分区域的地方实力派而言，流动性军阀呈现出鲜明的特性。就财政而言，流动性军阀始终无法建立完善的财赋税收系

统，需要依靠中央政府或地方实力派的经济援助方能维持生存，如若中央、地方实力派态度变化，经济困境将难以避免，为

维持生存，唯有涸泽而渔式地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结果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社会道义与政治合法性亦随之丧失殆

尽；就兵员构成而言，流动性军阀缺乏固定的兵员招募组织，通过吸纳土匪流寇等社会边缘群体扩充兵员，如此使得军队训

练有名无实、战斗力极为薄弱，军纪堪忧；就军队武器装备而言，流动性军阀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获取新式的军事装备，往

往需要依赖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援助与支持，如此使得自身的独立性受到诸多限制；就行为准则而言，流动性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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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清代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茶源地茶业的经营管理

下一篇： 外亦是内：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合离

呈现出个人忠诚与政治忠诚的分离，孙殿英与阎锡山的关系从合作、对立、收容的转变，再次展现出军阀之间因政治利益造

成的暂时结合或敌对，却毫不影响彼此之间紧密的个人关系。吊诡的是，正因缺乏固定的统治区域，流动性军阀在兵员、武

器、财政等方面难以获得独立性支持，生存焦虑伴随始终，也就更加侧重吸取地方经济资源、扩充军事实力，如此使得地方

社会秩序紊乱、经济资源枯竭，反而更无从建立起稳固的地域控制。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之下，流动性军阀惟有寄望于各种

政治力量的援助，政治态度呈现出游移与善变的特性。

其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战胜各路军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成功控制

了上海以及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此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蒋介石通过与

江浙财阀的合作，同时依靠宋子文展开财税改革，掌握关税、统税、盐税的控制权，其相较于各地方实力派的财政资源优势

愈发明显。因此无论是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抑或如孙殿英般的流动性军阀，均须仰赖中央的经济支持，中央亦能够以财政

援助为突破口，利用地方实力派、流动性军阀对生存资源的强烈渴求，成功落实其政治主张。故而，当蒋介石决定实施以阎

剿孙的计划时，为促使晋系早日出兵，朱培德向阎许诺：“在中央财力可能内，皆能认可。”晋系此刻又深陷经济困境之

中，阎锡山自然无法拒绝中央的财政援助。财政资源成为国民政府维持政权形式统一的重要工具与杠杆。与此同时，诸如流

动性军阀等各类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恰恰又在于国民政府军事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其自身的财政资源优势尚不足

以支撑其实现纷繁复杂的地方统合计划。即便蒋介石亦认识到“孙殿英本人如不照律处治，将来不唯为中国大患，而且为北

方殷忧”，本欲调商震部西进彻底围剿，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下，仍旧不免走向妥协。分化瓦解、和平改编成为蒋

介石处理地方反对势力的主要路径。

此外，相较于流动性军阀，地方实力派拥有更为稳固的统治区域，为维持存在、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确保地盘内部

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成为其行为逻辑的关键所在，晋系在孙殿英西进青海的过程中，从策动西进、以邻为壑，转向合力围剿，

看似前后矛盾，实则内在逻辑并无二致。问题是北平军分会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在华北的派出机关，本应以国民政府的整体利

益为依归，但在处理察省事件的过程中，同样采取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路径，由此亦可知悉军阀时代所展现出的地方主义仍

旧对完成形式统一的国民政府施政与政策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华北地区自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由国民政

府与张学良合作构建的政治架构，随着长城抗战的爆发开始被不断打破，此前张学良冀图利用西北军旧部与晋绥系相互钳制

的局面荡然无存，宋哲元以解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契机成功获得察哈尔省的控制权，阎锡山更是利用孙殿英西进青海事

件，不仅兵不血刃将孙殿英驻晋城部队礼送出境，更成功要挟中央将宋哲元驻晋部队调离。孙殿英西进青海事件之后，华北

政治格局遂即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逐步形成东北军主冀、韩复榘掌鲁、宋哲元控察、阎锡山独霸晋绥的多元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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