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事变前冀东伪军述评

封汉章

内容提要 冀东地区的伪军出现于 1933 年热河事变。此后在日本的

干预下,经过冀东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 等阶段, 至 1937 年 7 月瓦

解。冀东伪军是日本侵略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推行 以华制华 政策的一种

表现形式,是冀东伪政权的武力支柱, 也是日本 分离 华北的工具。

关键词 冀东伪军 保安队 七七事变

冀东地区的伪军出现于 1933年热河事变,至七七事变时哗变

瓦解。短短 4年中,冀东伪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史学

界关于伪军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专门探讨冀东伪军的文章尚

付阙如,本文试图通过对冀东伪军的历史考察,理清其来龙去脉,

揭露日本侵略者安插、利用伪军 以华制华 的丑恶行径。

一 冀东伪军的由来

冀东伪军是伴随着日本发动对热河的侵略战争进入冀东地区

的。这些伪军主要有关东军豢养的 救国游击队长丁强 部以及日

本军部在冀东地区扶植的石友三部。

丁强, 实名李际春。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天津充当日本特务机

关的间谍,曾任天津便衣队长并参加过天津暴乱, 后隐居天津日租

界继续从事汉奸活动。1932年 12月以后, 受日本指使,在锦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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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募兵,其兵力被限定为 6000人 ∀ , 日本入侵热河前夕,被编入日

军第八师团。#

石友三系原西北军将领, 1931年 7 月在河北顺德起兵叛变,

被张学良击溃, 只身逃遁大连,依附日军。同年 11月, 石受土肥原

的指使,与汉奸张壁、李际春在天津日租界组织便衣队, 企图颠覆

天津当局, 失败后逃往山东,投靠韩复榘。热河事变前, 日本特务

中野英光指使石友三潜入冀东 发展 , 日方交给其 300支枪,并为

此花费了 15万元的工作费。∃

1933年初热河事变爆发, 李际春部队协助日军进犯石门寨,

兵力达 3000余人。4月 5日,李际春部在关东军喜多课长等人的

操纵下,占领海阳镇,此后关东军进一步援助该军以操纵之。% 这

期间,关东军及日本天津驻屯军企图利用李际春炮制华北伪政权。

对此,日本参谋本部予以反对,并要求关东军及日本天津驻屯军在

李际春失败退入伪满时解除其武装。由此可知, 此时日本军部的

意图只是让李际春等担任滦东地区的警备。& 4月 20 日, 关东军

从滦东地区撤回长城线, 滦河以东地区治安的维持,由丁强及倒

戈的中国军队担当(此项极为秘密) 。∋ 是日本侵略者利用伪军

维持其 占领地 的初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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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4月 22日,石友三由中野英光陪同从济南经青岛、大

连秘密转赴天津,待机起事。5 月初, 日军准备突破长城, 入侵关

内,石友三在山东的部众约 1000人乘船赴秦皇岛, 拟进入滦东地

区,企图与丁强军共同采取行动 。∀ 5月 16日,石友三化名李甲

山,在中野英光的指挥下率部下 1万余人(实力约 3000人)在唐山

宣布独立,打出五色旗,张贴 反国民党 、河北人的河北 等标语,

并跟随关东军沿北宁线西进, 不久逼进塘沽, 号称兵力 3万。# 但

是,由于日本军队内部的矛盾, 石友三的行动不为关东军所容。5

月 26日, 关东军电告中野英光:石友三在滦东举兵已丧失时机, 关

东军决定继续对山海关地区的李际春部实行新的指导。∃ 说明关

东军对石友三不感兴趣而对李际春则另有打算。

1935年 5月底,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

划冀东为 停战区 , 中国军队不可进入其内, 停战区 的 治安 ,

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担任。% 这一条款, 为日本侵

略者在冀东地区继续保留、安插伪军埋下了伏笔。

(塘沽协定)签订后, 大量汉奸在冀东一带扰乱社会,假用青天

白日旗,以表示与日方脱离关系。& 1933年 6月 3日, 李际春部韩

福臣旅 1500人突然占据芦台以东村落与闸口一带。6月 21日伪

军李际春等伙同奸首郝鹏、石友三等在冀东成立 华北民众自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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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政府 ,在唐山、秦皇岛两处设军政最高机关。 唐山派 李际

春、程国瑞、郝鹏、李甲三等称 自治军 ; 秦皇岛派 马廷福、石友

三则称 安国军 。两派人数共达万人, 粮饷就地取给, 军械由日方

暗中接济,活动地区十一二县。对此,中国军队碍于(塘沽协定)不
敢进入 停战区 而无可奈何。这样, 冀东杂牌汉奸军队的去留及

停战区 治安问题成了中国 接收 冀东的关键。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当日下午, 中日双方代表就冀东杂牌汉

奸军队的去留问题及 停战区 治安问题谈判, 商定 万一撤兵地

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 , 双方协议之后, 再行处置 。∀

这就为日方插手处置伪军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6月 4日, 参加

(塘沽协定)谈判的中方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再次会商处
理伪军问题,未获结果。# (塘沽协定)缔结后,日军并未依协定完

全撤退,仍盘踞宁河、芦台一带,通州、顺义等日军撤后又派小队骚

扰。在滦东方面,北平军分会曾允许将李际春部收编为一独立旅,

移住他地。李则将所部大肆扩充, 要求收编万余人, 且不允他移。

石友三、郝鹏、赵雷等部均起而效尤, 滦东各地混乱不堪。日军以

收编问题未解决为由, 拒不撤出冀东, 致使 接收 工作 迟迟无法

实施 。∃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的黄郛,决定派员与日方直接交涉,以为 釜底抽薪 之计。%

1933年 6月 22日, 黄郛命殷同与北平军分会所派雷寿荣会

同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赴长春, 向关东军面催履行停战协

定,处置 战区 伪军诸问题。关于冀东伪军, 初步商讨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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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李际春军中选优良分子 3000或 4000改编为特种警察(即后来

的保安队 ∗ ∗ ∗ 笔者注)  , 配置于中国军队不得进入的 停战区 内,

其驻地由 日后协定订之 ,不追究李际春 过去之责任 ,并任命其

为保安司令,由关东军派遣幕僚从中斡旋。∀ 日本侵略者在冀东

停战区 内安插伪军的阴谋暴露无疑。

二 从伪军到河北省特种警察队

日本侵略者在冀东 停战区 内安插伪军的阴谋是通过编组河

北省特种警察队得逞的。河北省特种警察队,俗称保安队, 是专门

维持冀东 停战区 治安的准武装力量。它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

是由中国军队编成(原东北军一部) ,另一部分是由伪军改编而来

(主要是日本关东军豢养的李际春部)。

在 1933年 6月长春会商时,日方应允斡旋伪军问题, 故黄郛

于 6月 30日派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委员殷同、雷寿荣, 偕与李际

春有私谊的前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前往大连, 与日方接洽伪军编

遣等事宜,遂有大连会议的召开。

大连会议于 7月 2 日开始, 6 日结束。中方代表雷寿荣、殷

同、薛之衍;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喜多诚一郎、满铁嘱托后宫以及李

际春、伪满丰山铁路局长阚铎等出席。会议就伪军收编、战区接

收、恢复北宁路交通等问题进行交涉。日方要求: 在滦东部分地区

及遵化、蓟县、密云、顺义等县留少数警备部队监视中方;收编伪军

李际春一部为武装警察维持战区治安; 北宁路先试通唐山, 芦台至

榆关段,由中日及伪满共组委员会管理。消息传出后, 蓟县、宝坻、

玉田、遵化、三河、平谷 6县民众代表具状呈北平军分会和政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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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反对将伪军收编为武装警察。

关于收编伪军问题, 大连会议达成 协议 和 协议实施要领 。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将伪军李际春部 选拔优良者 4000人改编为

保安警察队,剩余人员(不超过 6000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改编的

保安警察队隶属于河北省政府, 总队长由李际春推荐任用。保安

队驻地为丰润、滦县铁路沿线以外之地区; 关于李际春的地位(名

义)及善后费问题,由薛之衍负责尽快解决。 协议实施要领 的主

要内容是:第一,李军的改编、遣散的取舍, 由李际春负责确定, 分

别拟成花名册交与接收委员会。为此,李际春应迅速同接收委员

代表协商, 制定详细计划。第二,改编为保安警察队的人员, 至迟

于 7月 25日前,在本协议指定的地区集合完毕, 与名册同时交给

战区接收委员, 接收委员会代表与李际春双方协商后进行改编。

第三,遣散人员分批运至马厂附近遣散。但关东军同意部分亦可

就地遣散。必要时, 遣散须接收委员会派代表在场。第四, 遣散所

需经费由接收委员会负担, 其标准额大约是: 步枪,每支完好者平

均 40元;手枪, 每支完好者平均 50 元; 马匹, 每匹平均 50元; 士

兵,每人 20元; 军官,每人 100元以内。第五,李军所需军费(包括

粮秣)自 7月份起由接收委员发给。∀

以上内容,谈判双方偶有争执, 但最后方案 系日方所提, 李

(际春)虽尚未完全承诺, 我已表示接受 。# 这就预示着, 改编工

作随时可能遭到李际春的干扰,日方也不会就此罢休。

7月 8日,殷同等人由大连返回天津。之后,殷同赴北平向黄

郛报告,薛之衍、雷寿荣则于 14日抵唐山, 与李际春商谈编遣事

宜。李际春在编遣费问题上狮子大开口,推翻大连会议本已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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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万元, 又改索 45万元, 后又增至 50万元。黄郛认为,原定

30万元, 则平均每人 50 元, 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 何况

30万元已报南京, 且是 东挪西凑 而来, 如若再增, 不独理论不

合,且以事实不能 , 令雷寿荣等据理交涉。∀ 至 19日, 就李际春

部编遣细节决定如下 # :

第一, 关于李际春的名义及编遣地问题:近期内(以 6个月为

限)在唐山设编遣处, 由李际春任委员长。编遣处每月经费 8000

元。编遣处撤销前, 第一、二保安总队的经费由编遣处付给。

第二,关于善后费问题: 北平方面按以下办法向李交付善后

费: 7月 10万元, 8月 5万元, 9月 5万元。此外, 李军以前的地方

借款,以 7. 5万元为限,自 8月份起分 6个月交给李际春。

第三,关于遣散费:官兵遣散补贴费 14万元, 收买武器马匹经

费 10万元。

第四, 关于编遣步骤:李际春从北平方面领到 7月份的经费

(善后费 10万元,遣散费 14万元)后 3日内开始编遣, 在大连协议

的期限内编遣完毕。

最后北平方面又提出将时间缩短为 3个月,经协商,遣散日期

到 7月 13日为止(经费按 5 个月发给) , 7 月 25 日前保安警察队

集合到滦县和丰润县, 7月底以前改编完毕。

第五,保安队具体编组方案:编成第一、第二保安总队, 每队约

2000人。每总队均有本部和 4个大队组成,大队兵员为 400~ 500

人。第一保安总队长王铁相, 第二保安总队长赵雷。

编成各队的部队及编成地区如下: 滦州 2000人, 北戴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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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滦县编成第一保安总队。丰润 2000人,稻地镇 350人,在丰

润县编成第二保安总队。

另据陶尚铭回忆,收编李部伪军 4000 人, 遣散 6000人, 由华

北当局付与编遣、善后等费共 48. 4万元,委任李际春为 战区杂军

编造委员长 。这个所谓 编造委员长 是编遣 杂牌军 的, 所谓

杂军即帮助关东军侵略中国的别动队。号称 1万人,实际上仅有

4000余人,其余 5000余人的编遣费都归李际春包干来办 。∀

7月 26日至 28日, 伪军李际春部士兵 4000 余人分别由安

山、滦县、胥各庄等地运至马厂遣散。运输途中士兵跳车逃跑, 日

军竟在唐山车站用机枪扫射逃兵,死伤狼藉。运抵马场的伪军大

部被募往江西编入 剿共 部队,余 1 300人就地遣散。

7月 29日,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推李际春为战区杂军编遣委

员长,是日李通电就职。#

11月 5日,李际春通电结束战区杂军编遣委员会及所任委员

长职务,并向河北省政府索要 5个月的编遣费计 4万元,军事垫款

7. 5万元。河北省府只好答应照发。这期间, 国民党当局还将李

际春在河北丰润原籍于北伐战争时被没收的 1 200顷土地全部发

还本人。∃ 对此, 爱国名流马相伯曾电斥汪精卫称: 李际春为日

作怅, 公等置之不论, 独于抗日军必加压迫, 是非颠倒, 何至于

此。 %

这期间,华北战区接收委员刘石荪会同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

大桥,在秦皇岛与石友三接洽改编事宜,决定将石部 900余人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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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 待李际春部改编竣事后再行改编。8 月, 石友三部改编完

毕,开往玉田驻扎。

为了适应接收 战区 的需要, 在改编李际春部的同时, 原东北

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一部也编为保安队。2月 24日, 由部分东北

军编成的战区新保安队在河北沧州、静海、杨村编成,张庆余、张砚

田分别统率一、二总队,每总队辖 4大队,每大队官兵 640名,定名

为冀省特种警察队。

这样,本是日本侵华鹰犬的伪军以河北省特种警察队面孔在

冀东地区 蛰伏 起来,成为日后日本分离华北的 第五纵队 。

三 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 

1935年 12月 25日, 原滦榆督察行政公署专员殷汝耕, 在日

本特务土肥原的策动下投敌叛国, 宣布成立伪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 (不久,改名为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 ,将保安队改名为 冀东防

共自治政府军 , 并换着正式军服及有伪组织字样的肩章。∀ 至

此,打着保安队旗号伪军又恢复了本来面目, 而以维护 停战区 治

安为己任的由原东北军编成的保安队也情愿不情愿地蜕变成日本

军国主义侵华的鹰犬。

1936年 8月, 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将冀东伪军改编为 4 个

总队,另编 1个教导队; 各总队人数相等,下置区队、大队、中队及

特种兵(迫击炮、骑警、通讯) 3个中队。其具体做法是: 将第一二

总队原有人数各编足 2500人, 余者拨编于教导总队;第三、四、五

总队原有人数编足若干区队, 不足者由他处归并拨补, 编成两个总

队;每个总队辖两个区队, 每个区队辖三个大队, 每个大队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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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人, 配备机枪 8 挺及山炮、野炮等, 并增设特务中队。改编之

后,张庆余、张砚田、李允升、韩则信分别被任命为第一、二、三、四

总队长;教导总队的正副总队长由殷汝耕、张庆余兼任, 每个总队

实际人数已超过 3500人。

除了编制上的调整之外, 冀东伪政府还设立训练所,对各总队

长官进行统一训练; 统一武器、被服、装具、划一军容,从中将(总队

长)到马夫分 38个等级, 按标准发薪。∀

后来,保安队几经调整,到抗战爆发前总数约 1. 2~ 1. 5万人,

其编制是 # :

第一总队: 张庆余, 3000余人,主要来源于东北军于学忠第五

十一军一部,训练好、武器好、战斗力强, 抗日情绪浓厚, 对殷汝耕

不忠实,分驻于宝坻、通县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

第二总队:张砚田, 3000余人, 与第一队情形相同, 分驻于三

河、玉田、遵化、蓟县一带。

第三总队: 李允升, 2500 人, 兵士是刘佐周的旧部下(刘是东

北人,汉奸,已被刺身亡) ,部队成分很复杂。李本人是石友三的旧

部,驻防滦县、昌黎、迁安、乐亭一带。

第四总队: 韩则信(池宗墨的亲信) , 兵士都是赵雷的部下(赵

被撤职) , 约 3000人,驻防在唐山、开平、宁河、北塘、塘沽一带。

教导队,约 2~ 3千人,驻开平镇马家沟一带。

禁烟队(由各地保卫团改编)全部约 1. 5 万人,都是三五十人

的小队,直属各地警务局管理, 内部很复杂, 还没有完全脱离保卫

团。

此外, 冀东伪政府于 1937年 2月又编训了一支所谓 冀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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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队补充总队 ,李宝章充任总队长。起初,李宝章在开平、古冶拟

编训 华北防共讨赤军 , 人数原定 30 团。嗣因冀东财力难以应

对,改编为一总队,名字也改为 冀东保安队补充总队 。总队以下

为二区队,每区队分三大队。∀

冀东伪军是冀东伪政权的武力支柱和爪牙。首先, 殷汝耕利

用伪军将不愿附逆诸县, 强行纳入其 辖区 。1935 年 11月 26

日,以武力赶走了宁河县长, 接收了 该县各机关。12月 3 日, 又

以武力 接受 了宝地县, 并由殷汝耕派一个日本浪人充当顾问, 组

织伪治安维持会。到 12月 20日, 塘沽、大沽及南京政府、河北省

政府驻在各机关悉被 接收 占领。# 其次, 冀东伪政府还依靠伪

军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动辄以 盗匪 共党 的罪名镇压人民
的反抗。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36年 1月至 9月,伪政权审核的重

大 盗匪 共党案件 就有 175件,其中与伪军有关系者 62件, 占

总数的 34%。∃

四 冀东伪军的瓦解

冀东伪军大都是乌合之众,但第一、二总队却与之不同。他们

大部分是来自原东北军。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均系于学忠五十

一军旧部,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对于日寇和汉奸殷汝耕的倒行逆

施早已恨之入骨,只是不得已委身于魔窟。冀东事变后,中共地下

党组织先后派党员黎巨峰、王自梧通过各种关系到通县与张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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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砚田面晤, 向他们晓明抗日救国大义∀ , 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

舞,保安队内部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通州城内有的保安队士兵为维

护民族尊严,经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1936年 8月 27日, 张砚田

部第四分队百余人哗变。9月 6 日, 驻昌黎北郊的李海天部 100

余名官兵反正; 11月 20日, 驻昌黎的韩则信部 400余人哗变; 继

之,李海天部又有 200多人起义,占领邮电局,控制昌黎县城。#

殷汝耕对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 早有戒心,多次对他们进行

威胁利诱,两人均不为所动,而是正在密谋策划,准备起义。

七七事变后的 7月 29日拂晓,保安队起义爆发,活捉殷汝耕。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起义军撤离通州, 向平西转进,途中殷汝耕

逃跑。由于起义部队孤立无援,南撤辗转洛阳到达西安,所剩部队

不足千人。通州起义,摧毁了伪冀东自治政府,冀东伪军也随之瓦

解。

冀东伪军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扮演了一个极特殊的角色。纵

观整个日本侵华史, 伪军是以日军占领作为其存在条件的。与此

相反,冀东伪军是在日本侵略者发动武力局部侵华两年之后、日军

已经撤出冀东地区的背景下, 以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 的面目

出现的。他们打着 防共 、自治 旗号,表面上看似乎与日本无

干,实质上,却是日本以非武力手段制造傀儡政权、分离 华北的

侵华急先锋。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侵略者推行 以华制

华 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为其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推行该项政

策所进行的 预演 。
(作者封汉章,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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