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主
编
：
李
玉
明

【
三
十
七
辑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 晋 出 版 社总定价：80.00元（全套20册）

受
降
将
军
徐
永
昌

张
继
红 

著

    永昌的聪颖，是从小就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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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1945 年 9 月 2 日上午 9 时，日本向交战国投降仪式，

在停泊于东京湾南端的美国海军密苏里战舰上举行。代表

中国在受降书上签字的，是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

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抗

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代表着中华民族自 1840 年以来饱受

列强欺侮的历史已然结束。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 65 年，由于种种原因，受降将

军徐永昌的名字已不是广为人知，更少知悉他是山西崞县

（今原平市）人，并且在中原大战后山西最危难之时，主持

山西军政，苦撑危局 ；抗日八年，参赞戎幕，运筹帷幄，居

功至伟。

有关徐永昌将军，崞县赵正楷先生在台湾编著了《徐

永昌传》，不仅叙其经历，尚且表彰其“做人处世”、“爱国

牖民”及“精神修养”，又整理有十二巨册之《徐永昌日记》

和《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读者可藉以了解其事迹。

在此，仅撮要介绍将军的生平交谊，文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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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难的童年

清末崞县沿沟村的徐氏一族，其先世为代州振武卫

（今属代县）人。明朝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2），有徐

天才者，由振武卫迁居崞县城南关居住，此为徐氏迁居崞

县的始祖。传至七世祖徐满库时，徐家又北迁至县城东北

二十里的沿沟村。

天才公的十世孙中有一位叫徐庆的，在他四十四岁

上，方得一子，时在清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87 年 12

月 5 日）。徐庆中年得子，欣喜非常，命名永昌。

永昌降生的时候，徐家甚是清贫，徐庆与发妻赵氏为

了培育儿子，决意北上大同经商。

那时的晋北各县，往北路口外经商，是极普遍的事，

但徐庆携妻子北上的时候，永昌只有二岁，尚在襁褓之中。

一家人越过沙尘扑面的雁门关，穿过宋辽古战场金沙滩，

辛苦四天，方到达晋北重镇大同。

大同是晋北重镇，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徐庆先在鼓

楼西街一家粮店担任磨倌，就是掌管给粮店磨面的差事，

一家人的希望似乎从此升起。

然而，永昌童年的不幸即已开始。未过一年，其生母

病逝。之后，其父与一位张姓寡妇结成夫妻，共度难关。加

上张氏先前育有一子二女，一家六口，倒也其乐融融。不

意数年之内，张氏及其子女先后去世，又剩下徐氏父子二

人，这给徐永昌幼小的心灵留下异常的创痛。他后来回忆

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父亲买回一袋土豆，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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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屋内，说 ：“这就是我们父子俩一冬天的食粮啊！”

不料尚未过冬，唯一的亲人也撒手西去。这时，永昌刚满

十三岁，失去父亲之后，顿觉天昏地暗，无所依傍。在友人

乡邻的帮助下，第三天的时候，永昌就将他的父亲葬在大

同南关兴国寺旁的义地安葬。因没钱立碑，永昌只拣了一

块赭色石片，埋在墓后，以为识别。

永昌幼年虽然不幸，父亲徐庆却给予他切身的教育。

上学之初，就已将《三字经》、《百家姓》读得烂熟。七岁时，

即送他到大同南关厉老先生的塾中受业，先读《论语》，又

依次学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刚

读到《诗经》，就被迫辍学了。这一段学习的经历，是他以

后进学的基础。

永昌的聪颖，是从小就体现了出来，他不仅爱读书，

毛笔字也写得好，大类成人笔法。厉老先生非常惊奇，常

予鼓励 ；一次因故写得不好，又加批评。父亲徐庆正色告

诫他 ：“不诚无信，怕劳怕苦，没有恒心，那就别想成材。

像你这样的一曝十寒，不但对不起先生，对不起父母，最

痛心的是你自毁前程！”永昌见父亲这样生气，从未见过，

遂记在心间。直到老年忆起，仍然感叹地说 ：“这是我小时

候所受印象最深刻的刺激。我一生做事，生怕无恒。此种

心理，是受此刺激的影响。”

二、从军深造

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京，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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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西逃到大同，然后沿着山西中部的一串盆地，直奔陕

西的长安去了。此乃这年九月的事。十二月初，清军之毅

军统领宋庆从北京撤回，开到大同，其后路后营的营部驻

进一个曹姓（习称曹叔）的车马店。该营的书记官（旧称师

爷）姓徐名椿龄，辽宁营口人，是一位老先生，很爱喝茶。

他坐在房中，唤茶唤水，士兵们早已出门玩赏城内景致去

了。这时，只见一位披麻戴孝的小童子提水前来泡茶。徐

老先生见他勤谨诚实，又戴了重孝，就问曹叔。曹叔告他

这孩子叫徐永昌，家中不幸，只剩孤身一人。徐老先生年

将半百，尚无子嗣，又知永昌姓徐，便摸着他的头问 ：“你

愿意跟我走吗？”永昌正在茫无出路之时，就说“愿意”。

即此从军，迈开其人生转折的第一步。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部队南开，路过崞县城，永

昌知道这是家乡，但无一人能知道他的想法，也不知沿沟

村在何处，只见县城雄伟，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过太原，

出上党，到河南沁阳，小住半月，又折回河北，住在赵州。

当时，和议已成，慈禧回銮，永昌所在的部队负责开道，遂

北上保定，驻通州。行军一年之久，永昌受了不少艰苦，却

也长了许多见识。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先补了一名伕，

到年底，即正式成为一名兵。之后又换过几家部队，到光

绪三十二年（1906）时，成为一名骑兵，曾随本军帮办（副

军长）崑源到黑龙江剿匪。其间永昌往来送递公文，采办

军需，颇获信赏。在呼兰时，曾于夏天挑水洒院，为崑帮

办祛除暑气。此事后来由永昌的好友贾景德作《忆徐部长》

的长诗吟咏，其中有句云 ：“将军祛暑有办法，汲水洒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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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充 ；拥姬挥扇坐上座，美人艳色如花浓。惜无红拂具只

眼，几使帐下埋英雄。”

光绪三十四年（1908），直隶提督武卫左军总统马玉

昆上奏朝廷，开办随营学堂。永昌闻讯报名，幸获录取，却

是倒数第一。学校规定，入学三月，甄试一次，不及格的，

即予淘汰。永昌为了免予淘汰，拼命学习，到三月甄试之时，

已跃至第四名。此后的考试，便稳居第一了。但为了学好

算术，连续四五个月，昼夜加班，以致吐血。其时有同学叫

于学忠，也是成绩优异，后来作了张学良的大将，名满天下。

武卫左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徐永昌授副军校（中尉），

到第四路第七协（旅）第十四标（团）第二营见习。其时，

已是宣统三年（1911）。

这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随后，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新军第二标统阎锡山起义于太原 ；崞

县续西峰、弓富魁等组织忻代宁公团，直下大同。清廷改

派陈希义为大同镇总兵，命其率所部武卫大军左路部队，

规复大同。永昌闻讯，即与管带李得功直言 ：“我离开家乡

十二年了，欲归不得 ；但回家打枪，我不愿意！”于是，李

得功将永昌留在武卫左军的新兵营里。

民国成立，陆军部筹设将校讲学所，永昌得讯报名，

幸被录取。同学之中，有后来追随张学良，又反目成仇的

郭松龄。

永昌在将校讲学所的深研勤学也是出名的。有一次，

法国老师丁克迈尔讲连级战术图上作业称，部队此际只有

二个布置法。永昌听后起立，讲出第三个布置法。丁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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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思索，随即宣布 ：“部队此际，可采用徐永昌的布置

法。”民国二年十一月，将校讲学所举行毕业考试，在考战

史时，他觉得那个题目需要很长时间复答，此时同学们已

经交卷，永昌并未注意。陆军部等几位监场的科长见他心

急，特地安慰他说 ：“你不着急，我们愿意为你等完，希望

能收到一本好卷子。”结果，永昌的毕业成绩，仍是第一名。

毕业后，永昌等随即投考陆军大学，那是民国六年

（1917）的事。入学之后，永昌加意学习，但教员甚差。其

中日籍教官，似兼有侦查工作，永昌深感愤慨。有一次，日

籍教官宫内出题，竟问及中国首都定为何地为宜。永昌认

为这是愿望我国政府迁离北京，距离日本占据的东三省愈

远愈好，于是答曰 ：“沈阳！”于此可知永昌的爱国，正是

出自青年之时。陆大毕业时，已是民国五年十二月，永昌

记得，总统黎元洪亲临观礼，给大家以鼓励。

三、倒袁讨张

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筹安会

拥戴，宣布明年为洪宪元年。此举一出，各省纷纷反对，讨

袁声四起。永昌正值青年，血气方刚，与孙岳（字禹行）、

王法勤（字励离）等同谋讨袁，遂应邀赴浙。然此时，浙已

独立，永昌等随即返山东。半道闻袁世凯已亡，即返校学习。

其时，永昌在北京与革命志士陕西邓宝珊，山西五台

胡德夫、郭宗道（字唯一），安邑李岐山，崞县李服膺多有

交往，并拜见了倾崇已久的续西峰。当时西峰为北方国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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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人物，孙岳则属段祺瑞第三镇之参谋，辛亥革命

后，任南京留守府黄兴之参谋长及北方第十九师师长。永

昌与国民党爱国志士之交往，始于此时。

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率所谓“辫子军”入京，

拥戴逊帝溥仪复辟。永昌认为张勋之举，事同儿戏，遂下

保定，与孙岳相商，出军讨伐。不想孙岳并不热心，永昌乃

约李岐山同赴天津，寻续西峰，商讨对策。参与其事者，尚

有邓宝珊、郭唯一、胡德夫、续式甫、武士敏、冯钦哉。

之后，永昌随李岐山见前陕西都督陆建章。陆建议永

昌先见驻廊坊之冯玉祥，再到通州见第四混成旅张嘏民旅

长。此为永昌识得冯玉祥之始。

七月十二日晨，段祺瑞、曹琨、阎锡山同时发难，冯

玉祥亦进抵永定门。张勋见状，遁入荷兰使馆，复辟闹剧

仅十余天，遂草草收场。

事后，永昌追述此事，说 ：“按之当时复辟力量，冯张

两部，有一即足以解决之，但冯出兵而趑趄不前，张虽入

城而为一电话所阻，空劳往返 ；必待段合肥马厂誓师，曹

阎两督军响应出兵，始克奏功。可知欲水到而渠成，还赖

先声之夺人。”

四、国民三军的兴衰

张勋复辟之后，遂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诚鲁迅所

谓 ：“城头变幻大王旗。”待黎元洪被段祺瑞逼迫下野后，

国府由副总统冯国璋代掌。此时孙岳在直隶总督曹锟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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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官导团团长，他遂邀永昌任教育长，这是民国六年的

事。次年，永昌在廊坊策划成立教育团，招收青年学生及

军中优秀士官开课授业。此后直隶军的下级干部，率多由

此征补 ；而后期由孙岳执掌的国民革命第三军，也由此成

培育干部的摇篮。此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号

召国人戡乱护法，永昌遂对孙岳说 ：“见在曹所，不必自图

高位，如能掌一团或一营骑兵，得当可以纵横大江南北，

阻北洋军无法南向！”孙乍闻此议，深感惊佩。自此，永订

兄弟之盟。

民国八年（1919）七月，孙岳接管曹福林之混成旅，

自任旅长，永昌应邀任参谋长。

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直奉战争爆发，永昌所在

的直军第十五混成旅及其他旅为西路军，与奉军西路军张

景惠，在河北高碑店、良乡一带对峙，永昌负指挥责任。此

时，吴佩孚曾插手攻击事宜，反致被动。后经永昌调整部

署，终将奉军西路军击退。战后，吴佩孚对孙岳极为不满，

有功不赏 ；曹锟觉得过意不去，乃任命孙岳为冀南留守使，

进驻河北大名。

永昌在大名一带，主要从事剿匪事宜，且颇有成就，

然孙岳对自己的任职甚不满意，先后多次派永昌往北京曹

锟的总提督府进行说项，但进展不大。恰逢民国十年秋季，

奉军在山海关外秋操，直方认为奉军可能入关内犯，乃定

三路出兵计划。其中冯玉祥赴滦平，任热河方面总指挥，

胡景翼部为预备队，集结在唐山一带，孙岳部担任北京戒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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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六日，孙岳急招永昌赴京，在德国医院见到续西

峰、续范亭、刘守中等，力劝永昌借机反直。永昌虽意见不

同，但诸人皆为革命同道，只得应命。

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的第三路军突然从热河等地撤

回，孙岳等配合，将曹锟幽禁在总提督府里，吴佩孚被迫

出走，于是成立以冯玉祥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

胡景翼为军长的第二军，以孙岳为军长的第三军，冯兼总

司令。此次事变，史称首都革命，主使者实为续西峰，执行

者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不料冯军撤回，导致奉军乘

机再次入关，无异开门揖盗 , 正应永昌并形成南北呼应之

势所料。从正面的角度看，北方成立了三支革命军队， 北

洋军阀，奉军均感到压力。

第三军仍驻防大名保定一带，难有大的发展。永昌乃

言之孙岳，并请示段祺瑞，拟带部队奔赴陕甘，整顿部队，

徐图报国。于是，三军从沿陇海线西进，备尝艰辛。然孙岳

态度并不坚决，又受冯玉祥西北军挤压，成效甚微。

民国十四年（1925）七八月间，奉军已深入华北，甚

至华中。其中李景林占据河北，张宗昌占据山东，张学良

护卫北京，姜登选护卫京口路北段，张作相占据热河。十

月末，吴佩孚不甘失败，就任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

奉。孙岳借此机会，命永昌率三军出潼关，往河北进发。至

十一月中旬，即下保定。之后，由于奉军内部出现郭松龄

事件，张作霖虽然予以平息，但力量已弱，被迫回撤东北。

段祺瑞重掌北洋政府，乃命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此为

孙氏地位最高、权势最大之时，而其中永昌之功居首。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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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续西峰的弓富魁、胡德夫、续范亭诸部，亦归永昌指

挥。吴佩孚见永昌在三军势力扩大，人望极高，曾四次来信，

与他拉关系，讲交情，永昌皆未予理会。

永昌不仅拒绝吴佩孚拉拢，而且一如既往地反对孙岳

出任行政长官。早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从保定出发征讨李

景林前，他即劝孙岳说 ：“我此去作战，不胜则事难逆转，

若幸而获胜，就你的身体来说，以不任督办，在保大练兵，

准备将来为国效力为宜，万不可兼顾政治。因我们目的不

在做官。若做官问政，一来你的身体不许可，则将来环境

也不许可。”然而，孙岳未听他的，周围的军官们大多一介

武夫，也极力怂恿孙岳上升。之后便是争权夺利，封官许愿。

永昌见状，不愿争功名，一心在保定练兵。

民国十五年初，张作霖不甘久居东北，又游说吴佩孚

联合讨伐冯玉祥，消除北方国民革命军势力。吴佩孚当即

通电结束直奉战争，转而形成直奉再度勾结。

冯玉祥见状，知势单力薄，乃向段祺瑞请辞本兼各职，

到平地泉（今集宁市）下野。于是，吴佩孚先在河南发难，

将国民二军剿灭，占据河南。而河北孙岳部即陷于北张南

吴的夹击之下。为保存实力，陆钟麟曾胁迫段祺瑞下台，

抬出曹琨，并联系吴佩孚，一起北拒奉张，但吴佩孚不认账。

钟麟见大势已去，乃决定国民军一、三军全部北撤至涿鹿、

宣化一带，以观奉、吴在京相见后的情形。

国民军一、三军退到宣化驻地时，前有晋军阻挡，后

有奉吴联军胁迫，孙岳深感力不从心，且部队离散甚多，

乃决意命徐永昌为军长，其时在民国十五年（1926）春天。



11受 降 将 军 徐 永 昌

永昌受命于危难之际，部属不到两万人。乃重新整编部队，

仍尊孙岳为领袖。

徐永昌将三军整顿后，乃与一军陆续过晋，经镇川口、

平地泉、卓资山一路到绥远，此时已届民国十五年的深秋。

此时，一军的石友山、韩复榘决定留晋，徐永昌遂率三军

经萨拉齐，西进至包头。最后落脚至五原，与先期到此的

孙岳及从俄国归来的冯玉祥会合。

自从直奉联手，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以后，国民革命

军第二军被吴佩孚解决在河南，第一、第三军几乎是群龙

无首，一军由鹿钟麟负责，但韩复榘、石友山、宋哲元等皆

为强梁式人物，几乎各自为政 ；三军虽有孙岳为精神领袖，

然在西撤之时，已有不少部队投了吴佩孚，率师西进者，

以徐永昌的第一师为主。因过晋省与晋军的摩擦，一军分

化严重，故西行到五原的路上，一军的部队实际多半归徐

永昌指挥，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五、徐永昌与续西峰

续西峰（号桐溪），崞县西社村（今属定襄县）人。有

经营天下之大志。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秘密活动。

他在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与原平镇弓富魁等人组织忻代

宁公团、北上攻取大同，是北方革命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

任山西巡警道（后称警务处长）。孙中山先生赴晋，对续西

峰在北方从事革命寄予厚望，西峰也以北方革命为己任。

徐永昌在陆大学习期间，即经天水邓宝珊、五台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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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引介，在北京西河沿代郡会馆与续西峰相识，同时相识

者，有安邑李岐山、五台郭宗道（唯一）、崞县李慕颜（服

膺）。据李服膺说，徐永昌为陆大知名学生，续西峰欲引以

为重，乃派邓宝珊、胡德夫相访，以此相识，可谓互相钦佩。

民国五年（1916）十二月，徐永昌从陆大第四期毕业

后，即因与续西峰等民党分子深情结纳而自愿留京，任陆

军训练总监部的科官。

民国六年（1917）六月，辫帅张勋在京复辟，徐永昌

赴天津找续西峰研究对策，已见事述。此为他们在反对帝

制方面的首次合作。

民国六年（1917）八月，陆军训练总监部裁撤，徐永

昌即索性移居代郡会馆与续西峰等朝夕相处了。他曾对续

西峰说 ：“今吾国北之不信南，南之不信北，其势均足以自

固。新旧思潮战，新虽终胜，究不能数载即已。相持久之，

国将不堪！故欲做统一之事业，必先立于第三者之地位，

使南北均不我仇，勤民治兵，养成绝大之信用与至雄之实

力，不必待时而统一之功可成矣。西北正其地，吾人其图

之。”于此可见他对西峰的仰慕之情，也见出其年轻时即有

经营西北，争霸天下的雄图大略。

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徐永昌助孙岳成立军官教

育团，并应邀任教育长。次年六月，奉军驻廊坊，徐永昌将

教育团西迁保定。

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突然派宪兵到京，欲搜捕续西峰。

续西峰夜奔廊坊，由徐永昌送到马厂，复由徐永昌的同学

刘登瀛派人送往上海。临行前，续西峰与徐相拥惜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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