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926年7月9日 - 1928年12月
29日

地点： 中国

结果： 中国国民党胜利，中国共产

党转为地下化，初步完成中

国统一。

北伐

1927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汉口的英国
租界。

参战方

 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军

 北洋政府

 民国军阀

指挥官

 蒋中正  张作霖

北伐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北伐战争，是中华民国自1926年至1928年，
由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使
得中国大陆地区统一在由中国国民党领导
之国民政府旗下。北伐正式起始于1926年7
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
北伐；完成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
布奉吉黑三省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悬国民政
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
政务委员会，即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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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
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
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
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
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
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
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

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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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
州的东校场的北伐誓师仪式上

阅兵

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
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
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宣言中说：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
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
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
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
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
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
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
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
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
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
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
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
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
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
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
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
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
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
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
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战争经过

国民政府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
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歼灭吴佩孚的军队。8月26日，北
伐军6个团对湖北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
方互有胜负，汀泗桥几度易手，27日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之后双方又在贺胜
桥展开激烈的白刃战，8月29日北伐军第4、第7军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31日，大军
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
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信阳。至此，吴佩孚部队基本被消
灭。

北伐军接着从两湖地区挥师东进江西，追击孙传芳，9月19日袭据南昌，为孙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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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蒋加派援军二万人，10月20日第二次攻入南昌，又为孙军夺回。11月2日开始第
三次进攻，4日克九江，7日克南昌，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的

战役[1]。

1927年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另一支北伐部队，国民革命军笫一军等从广东出
兵福建，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
22日一军进驻上海。

4月12日发生分共事变，宁汉分裂。4月19日武汉方面任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继续
北伐。5月南京方面北伐军也继续北伐。7月宁汉合流。8月中，东路北伐军在徐州战
役失利，蒋中正下野，南京政府被新桂系把持。月底，何应钦、白崇禧指挥北伐军
在龙潭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攻。9月11日，在新桂系及多位国民党元老的主
导下，宁汉双方在上海商谈双方联合，排斥汪精卫，迫其下野。10月爆发宁汉战
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

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
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恢复了蒋中正复职为北伐全军总司令。1928年1月4日，蒋中正
到任，继续领导北伐。北伐军在占领河南之后，取得原属北洋军的冯玉祥、阎锡
山等人的加入，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在滦州被彻底打垮，亡走大连，孙传
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北伐军投降。

北伐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一度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杀害交涉员蔡公时，史
称“五三惨案”。此时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决定绕过济
南，继续北伐，同时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从外交
交涉，分别向日军司令，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并要求日军同时撤出济南，同时请
求英美协助调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当夜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的专列在到达沈阳附近的
皇姑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被日本关东军默认的炸药炸毁，
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至此宣
布成功。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
（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虽然它所达成的统一在很多方面来说都只是属于
形式上的，当时更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北伐部队详细资料请参考北伐部队情况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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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中的国共合作与分裂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
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北
伐。英国外相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北伐统一态度坚决。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将北伐战争的政纲，以工农革命为
主干；3月暴发中山舰事件，苏方妥协；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共产党在扩大
会议上与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均强调中国革命的根基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共产革
命），之后便在北伐过程中组织农会，扩大工农运动[工人和农民运动]迅速扩张了
共产党的势力，此举造成了国民政府内部左右派的分裂。1926年10月，共产党于上
海发动第一次工人武装暴动，企图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孙传芳部对工人、市
民进行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
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被杀。

1927年2月19日革命军占领杭州时，共产党在上海发动二次暴动，并在苏俄人员
（Gotikoff、Arno、Chernisk、Bouharoff等）指导下进行军事布置。其武装计手枪二
百五十支，手榴弹二百枚。北伐军前锋已接近松江，进抵上海已是指日可待。共产
党上海区委决定于当日决定把工人罢工转入工人武装暴动。

1927年2月，依毛泽东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农民运动分为两个时
期：第一期为1926年1月至9月，即组织时期。此期农会没什么斗争，各界也没什么
批评。第二期自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即为革命时期。农会会员二百万，能直接
指导的群众增至一千万。

中共土地改革的路线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
者，消灭地主阶级（有土皆豪，凡绅必劣）。此举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严重反对。
但在当时军阀割据、连年战灾、农村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中共暗地瓜分动用私刑的
做法得到广大农工阶级的支持，但遭到了北伐军中地主子弟与知识份子的反对。

其间南京的蒋中正跟在武汉的汪精卫出现分裂（称宁汉分裂）：蒋介石在4月12日起
在上海等地进行“清党”（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搜捕并处决共产
党员。同年7月15日，汪兆铭在武汉进行分共。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
产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被迫（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南昌暴动）成立属于自己的武
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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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的中华民国情势，其中蓝色部分
为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的区域，其

他部分多由地方军阀武装控制

其他

五卅运动爆发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北伐运
动的推进以及成功，中国反帝国主义爱国
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收回租界、收回教育
主权、反西洋、反基督宗教和反帝国主
义势力的运动如火如荼，但是北伐长期造
成的国力日渐衰弱和自己中国人自相残杀
的后果，使得日本三年后却发动了九一八
事件和八年抗战的主因。

包遵信认为，“北伐”只是孙中山《建
国大纲》中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和宪
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
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北伐是孙中山
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大陆官方教科书肯定北伐战争的价值，但将国共合作期间的北伐称为旨在推翻
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大革命”，而将国共破裂称为“大革命”的失败，原
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上台，毛泽东更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并列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史观认为，宁汉分裂后，被官僚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彻底摧毁
封建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不符合中国普通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不
能获得人民支的持，亦不能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只有
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新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参考文献

1.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北伐路线示意图
(http://www.gzwh.gov.cn/whw/channel/ztlm/zgsd/3d/photo/2006628154961.jpg)
中国宪政脉络之梳理 (http://www.boxun.com/hero/baozx/10_1.shtml)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C%97%E4%BC%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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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
参阅使用条款）
Wikipedia®和维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
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c)(3)免税、非营利、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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