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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抽薪”+“鸠占鹊巢”

杨荩诚率军北伐
竟遭老同学唐继尧跨省暗算

□铁笛

杨荩诚像（酉阳
县融媒体中心曾常
供图）

1922 年 7
月的一天，四川
省秀山县平江

河畔，客寨桥头，一个中
年男子在其静养的小屋
里溘然长逝。他，就是在
清末民国时期，“坚定不
移地追随孙中山，闹革
命、举义旗，讨军阀、建共
和，金戈铁马，驰骋疆
场”，留下一世英名的贵
州省首任都督杨荩诚。

1弃教从武读军校

杨荩诚(1880年~1922年)，原名尽诚，字柏舟，学名光
淮，乳名吉云，1880年2月生于今重庆市秀山自治县龙
凤坝镇司城村一个农民家庭。

他自幼性格倔强，寡言笑，7岁入私塾，勤奋好学。9
岁时，父亲去世。年稍长，杨荩诚一面苦读诗书，一面帮
家里耕田。因学识渊博，20岁入蒙馆任教。一天，学生
洪朋光的家长无端到学馆仗势欺骂，究其缘由，因其子逃
课回家，谎称是被老师打了手心。杨荩诚倍感羞愤，决心
弃教从武，离家闯荡。

1902年，杨荩诚到贵阳，冒称自己是松桃人，报考贵
州武备学堂。当时，学堂额定招生18人，已录17人，他
一到即考中，被称为“十八学士”。杨荩诚在武备学堂学
训刻苦，品学皆优，经日籍教师高山青松、岩原大山推荐，
1905年被选派到日本公费留学，进入振武学校读步科，
继入陆军士官学校读骑科。

在振武学校，杨荩诚结识了早他一年留日的云南会
泽人唐继尧。唐继尧比杨荩诚小3岁，由工科改读军事，
学习炮兵课程。

杨荩诚赴日当年，孙中山、黄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
盟会，他毅然加入成为同盟会员。杨荩诚与尹昌衡、唐继
尧、刘存厚、黄郛等组织革命团体“铁血丈夫团”，还与刘炎
基、仇亮等多次在东京西国桥集会，共商光复中华大计。

1910年，杨荩诚学成回国参加部试，被清廷授予“武
举”，授贵州营务处帮办，数月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校
长）。上年毕业的唐继尧虽未参加部试，时逢云贵总督李
经羲致电朝廷要求滇籍士官毕业生回省效力。于是，唐
继尧被委任为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云南讲武堂教官。

2贵州起义担大任

杨荩诚任陆军小学总办期间，放任学生开展革命活
动，引起贵州巡抚沈瑜庆警觉，1911年暑假调杨荩诚到
陆军新军任教练官。在南厂新军营，杨荩诚与士兵同操
共课，视为子弟，深受新军的爱戴。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主要的政团有张百麟、黄泽霖、
钟昌祚领导的自治学社，唐尔镛、任可澄领导的宪政预备
会，刘显世为头目的旧团练，郭重光为代表的转转会（耆
老会）……自治学社与同盟会关系密切，成员由知识分
子、民间武装、新军、青年学生构成，称为“革命党”。宪政
会、耆老会、旧团练由地主豪绅、卸任官员、富商构成，统
称“宪政党”。两党都办有学校、报刊，明争暗斗不断。

武昌首义成功，鄂、湘、陕、滇、赣诸省相继宣布独立，
贵州境内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沈瑜庆为防患于未然，10
月下旬就将新军与陆小的子弹收缴，并遣大部新军外出
驻防。在任可澄等人建议下，他电令兴义团练刘显世带
500徒手兵，从兴义赶赴贵阳，准备镇压革命。张百麟等
人设法为新军送去少量子弹，决定提前起义。

11月3日，陆小学生接到密令，当夜零时起义。不料
起义计划泄露，沈瑜庆调巡防营把守贵阳街巷城门，包围
陆小。新军接到求援信息，队官赵德全司号集合，标统
（团长）袁义保出来制止，司务长杨树青举枪朝天连射三
枪，赶跑了袁义保。于是，大家推举杨荩诚为总指挥，赵
德全为副指挥，出兵增援陆小。

巡抚沈瑜庆命城内炮兵队炮击新军和陆小，命巡抚
卫队出战，但都按兵不动。沈瑜庆见大势已去，连夜召集
僚属，请张百麟、任可澄等人到咨议局商议。天亮时，沈
瑜庆交出政权，咨议局楼顶升起“汉”字白旗，贵州独立。

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兵不血刃。11月4日，咨议局
召开大会推举军政府首脑，众人推举张百麟为军政府都
督，张百麟以军事非己所长而拒绝。于是，新军和陆小推
举杨荩诚、赵德全为正、副都督。另设枢密院为最高决策
机构，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刘显世等人为成
员。6日，任命周素园为行政总理。

3天前，云南宣布独立，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蔡锷
任都督，唐继尧为军政部、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和陆
军干部学校校长。

3率师北伐中暗算

主政不久，张百麟、黄泽霖与杨荩诚，杨荩诚与赵德
全之间产生了矛盾，加上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在中间挑拨

离间，革命党人内部矛盾日深，张百麟甚至想与赵德全联
手除掉杨荩诚。

1911年11月下旬，清廷内阁总理袁世凯派冯国璋
猛攻汉口，黎元洪连续发电，向独立的各省求援。四川由
于清军势大，革命党也请求滇、黔派兵助其独立。经贵州
枢密院决定：由标统叶占标率1000人援川；杨荩诚率
2000人号称3000人组建混成协（旅）北伐援鄂，留副都
督赵德全代理都督职。

12月14日，杨荩诚立下“不歼国贼，绝不生还”的誓
言，率师出征。次年1月9日，援鄂黔军抵达湖南常德，
杨荩诚收到黎元洪电示：“请暂驻节常德，以待和议着落，
倘和议不谐，自当飞电相请。”杨荩诚趁武昌停战、南北议
和之机，到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正式任命为贵
州都督，陆军军部编北伐黔军为陆军二十一师八十三团、
八十四团，又拨款15万元为黔军采购枪械。

2月12日，清帝退位。杨荩诚返回常德途经武昌时，
黎元洪告知他：贵州政局有变，任可澄、刘显世等勾结援
川滇军另组军政府，他的老同学唐继尧已任贵州都督。

原来，1912年2月2日，宪政党与代都督赵德全达成
默契，威逼收买东路巡防军统领谭德骥，让其遣部属唐灿
章带兵将五路巡防总统领黄泽霖枪杀在家中，又派兵围
攻张百麟府邸，张幸免于难出逃，史称“二二”事变。此
前，宪政党已求得云南都督蔡锷支援，遣唐继尧率3000
滇军以北伐援川之名入黔，2月27日进驻贵阳，威逼赵德
全辞职，3月3日凌晨炮击南厂新军，将黔军降卒1000余
人枪杀在螺丝山。其后，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还诱杀了
80余名陆小和法政学堂学生，屠杀赵德全、钟昌祚、杨树
青等自治学社骨干、军政要员、革命士绅近百人。由此，
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唐继尧、刘显世等人窃取。

4回黔无望交兵权

2月底，杨荩诚在常德致电唐继尧，称将率师回黔，要
求滇军限期撤离。唐继尧与贵州宪政党以省议会名义向全
国通电反对，称杨荩诚回黔是“妄希高位”“回黔决不承认”。

逃亡出省的贵州革命党人在各地奔走呼号，周素园、
黄德铣等人在重庆发布《贵州血泪通告书》，由483人联
名向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以及各省都督致电，要
求主持公道。旅京人员组成“黔人冤愤团”，向国会、参议
院上“请愿书”，编印“黔人乞救书”揭露刘显世、任
可澄、戴戡等
勾结滇军残
杀军民、戕
杀军政官
员 等 事
实。全国

报纸争相刊载，副总统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闿、四川都
督尹昌衡、广西都督陆荣廷、甘肃都督赵惟熙等人通电谴
责唐继尧，支持杨荩诚回黔……

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予袁世凯，出走
日本，而唐继尧、刘显世则通过拥戴袁世凯来阻拒杨荩诚
回黔。蔡锷也致电袁世凯，建议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
督。4月26日，袁世凯签署大总统令，任命唐继尧“署理
贵州都督”，电令杨荩诚“业令来京，另加委任……所有军
队，不准到黔”。

突如其来的变局让杨荩诚进退两难，黔军将士异常
悲愤，电告各省：“以其束手死，勿宁血战死。”于是，拥举
杨荩诚领军返黔。

两军在湘黔边界对峙，战事一触即发。副总统黎元
洪多方调停，委任赵均腾为特使，召开鄂、湘、黔以及唐继
尧的三省四方会议。6月14日至16日，会议在湖南洪江
新安书院召开，各方达成“黔军回黔，滇军回滇”，杨荩诚
离开军队，赵均腾任贵州宣慰使，黔军由其接收的协议。
结果，刘显世、任可澄等人以代表签字无效为由，拒不履
行洪江议约。7月29日，袁世凯下令黔军改编为四十二
旅，由与戴戡交好的周燊儒任旅长。8月1日，袁世凯任
命赵均腾为宣慰使，却明令周燊儒接统军队，赵未赴任。
8月22日，周燊儒到常德接收黔军，杨荩诚离湘赴京，被
授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职。

5半世英雄终归土

回黔途中，周燊儒调换军中官佐，意在瓦解黔军，他
与唐继尧密电往来时被发现，全军哗然，北伐黔军拥举八
十三团团长席正铭为黔军荡寇司令，武力回黔。八十四
团官兵、在贵东被滇军击溃的艾树池余部也来投奔，共有
2000余人。

1912年10月25日，北伐黔军以陈开钊为前锋，从湖
南辰州向贵东进军。11月3日，大败滇军，进占松桃、江
口一带，随即兵分五路，挥师铜仁。驻铜仁滇军指挥刘法
坤连战失利，铜仁被围。他遣人向陈开钊求和，乞求黔军
撤去一角包围，他带兵退回贵阳，陈开钊拒绝了刘法坤的
要求。滇军扬言黔军若再进攻，将纵火焚城，烧死城中百
姓，黔军只得暂缓进攻。3日后，滇军援军赶至，黔军败
退松桃，陈开钊阵亡。席正铭收拢余部，以谋再战，无奈
弹尽粮绝，只得退走秀山。

11月24日，袁世凯发布总统令，宣布席正铭等违抗
中央命令，煽动起事，应“饬遵弹压解散，军法从事”。席
正铭只好脱离黔军，赴武昌黎元洪处听后处分，黔军仍由
周燊儒带回贵州。援鄂黔军在湘黔边界被刘显世缴械，
老弱伤病遣散回乡，余军回贵阳改编。唐继尧、刘显世寻
机捕杀了团长叶占超、肖健之，营长肖规等黔军军官。

1913年11月，唐继尧撤军回滇任云南都督，袁世凯
任命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戴戡为民政长。

闲居在京的杨荩诚逐渐淡出军界政坛，转而学佛尚
空，研习书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他又出京反对，
捍卫共和。

1921年冬，杨荩诚因养病回到故乡秀山县司城村。
次年7月，杨荩诚病逝，时年43岁。他临终时说：“半世
英雄终归土，一心革命付与天”，对未竟事业深以为憾。
北平民国政府闻讣，拨大洋2000元治丧，述曰：“辛亥起
义，回应武昌，建设共和，厥功甚伟……”

黔山无言，沅水含愤，多少英雄末路？休问
他，功与名，成与败。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
会会员）

杨荩诚的“毕业证”（秀山县党史办白胜文供图）

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成员合影（图片源于网络）

杨荩诚故乡司城村平江河客寨桥（秀山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