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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北洋政府武装大撤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

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
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
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
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
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
崴飞往北京。

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
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却焦头
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
国内各派势力。但即便在这种情
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
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
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 甚至
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
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
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
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远东告急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
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
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
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
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
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
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符拉迪
沃斯托克 )、伯利 (哈巴罗夫斯
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等
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
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
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
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
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
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

“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
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
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
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
的华工。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
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
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
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
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
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
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
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
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
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
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
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
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
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
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
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
调遣较易。”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
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
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
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
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
之地？”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
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

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
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
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
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
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海容”出击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
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
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
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
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
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
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
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

“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
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
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
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7月，孙中山在广东联合西
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
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
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
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
量大为削弱。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
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
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1月8
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
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
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
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
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
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
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
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
混乱的北洋政府，同意了护侨之
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
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
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月16日，
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
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
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
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
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
与畅通。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
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
化的局势。当时的国务院进行讨
论后，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
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
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

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
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
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
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
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
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
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
舰”。3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
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
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
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
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
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
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
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
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在日本
的高压下，北洋政府一边尽力敷
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
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4月9
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
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
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
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
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
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
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
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
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
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
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
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
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
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
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
“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
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
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
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
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
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
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
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
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
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
台港。

出兵远东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
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
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捷克
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
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

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
机。日军虽数次前来赈济灾民，
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
亦不可购买赈济粮。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
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
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
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
的盘剥对象。日本支持下的谢苗
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
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
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
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
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
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
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
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
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
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
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
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
耳。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
呼吁：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
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
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
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
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
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
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
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
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
“海容”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
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
全权指挥。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
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
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
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
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
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
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
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
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
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
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
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
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
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
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
增强自卫能力。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
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

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
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
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武装护权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
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
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

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
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
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
的高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
此纪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

“没收”。
是可忍、孰不可忍。驻俄中

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
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
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
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

“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
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
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
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
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
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
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
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
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
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
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
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
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
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
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
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
队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
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
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
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
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

“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
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
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
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
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
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
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
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
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
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
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
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
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
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
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
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
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
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
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
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
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
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
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
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
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
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
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
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
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据《中国经营报》

中国军队进入海参崴，受到华侨的欢迎。中国驻俄部队指挥官林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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