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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成城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将领。他从一个旧

军人逐渐转变为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在反帝反封建和中华民

族的解放事业中，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冯玉祥先生是在徘徊求索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影响

和帮助，并有相当长的时间与之携手合作。他尊重和敬佩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在同刘伯坚、邓小平、刘志

丹、宣侠父等共产党员接触后，曾深情地说过: “我们的关系越

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们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

见解也起了变化。”

1931 年，冯玉祥先生再次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后，认真

攻读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同意在其所办的军校中发展中

共组织，还在物质上帮助共产党。1941 年 11 月 14 日，在冯先

生六十华诞时，周恩来同志在贺词中写道: “……先生的丰功伟

业，已举世闻名。……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

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

天下之望。”

1948 年 1 月，冯玉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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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委员会主席时，曾表示要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

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同年 7 月 31 日，他为响应中共

中央的号召，乘船离开美国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途

经黑海时因轮船失事不幸遇难逝世。

冯玉祥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国家振

兴进行了不懈努力。1982 年 9 月 14 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冯玉

祥先生的亲属时说: “他一生有很长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

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冯玉祥在西北》一书，以客观翔实、清晰流畅、神采兼备

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冯玉祥将军在我国西北地区从事军事、

政治活动的历史足迹，求真存实，夹叙夹议，运笔情随，是一

部可读性、教育性、收藏性较强的历史人物书籍。

作者康民同志是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的教授。他长

年在自己的教学科研领域，孜孜不倦地广征博览，尤其注重西

北地区近现代史人物、事件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考订，潜心

研究，著述较丰。希望作者及其同仁，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

爱国主义教育和陶冶高尚情操的文史精品。

2009 年 5 月 4 日

注: 邓成城先生是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之子，原任全国

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主任委员。

2| 冯玉祥在西北



书书书

目 录

一、初到西北 ( 1 )………………………………………………………………

二、首次督陕 ( 22 )………………………………………………………………

三、派兵入甘 ( 39 )………………………………………………………………

四、固甘援陕 ( 58 )………………………………………………………………

五、解围西安 ( 75 )………………………………………………………………

六、再度驻陕 ( 92 )………………………………………………………………

七、出师潼关 ( 113 )……………………………………………………………

八、势力消亡 ( 135 )……………………………………………………………

九、中共挚友 ( 157 )……………………………………………………………

十、西北情结 ( 176 )……………………………………………………………

冯玉祥在西北大事记 ( 191 )……………………………………………………

后 记 ( 198 )……………………………………………………………………

1目 录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一、初到西北

大西北的神奇

在祖国版图的西部，有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就是曾使无数文

人墨客为之讴歌、为之叹息，而又无法说得十分清楚的地方———大西北。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

先民们就在西北这块广袤土地上生息、劳作，并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过去。

据考古发现，在六七十万年以前，如今的陕、甘地区就有先民们的足迹。

春秋战国时，列国争雄，各自为政，国不统一，因而便无所谓 “西北、

东南”之分，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个概念才得以形成。

说西北的古老，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看出，文明的火花大多最早从

这里闪现。当东南各地都处在洪荒之中，尚未开发时，西北已有早期文

明的出现。如今的陕西邠县，便是周朝的发祥之地， 《诗经·幽风·七

月》中记载: “黄鹂呜而育蚕治丝，伯劳鸣而积麻为布”。可见四千多年

前的西北，便有了肥美土地，并发明了丝、麻等织物。

西北地区的地方建制，是随着长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逐步

明晰化的。陕西由于汉、唐曾在古长安设都，最早成为京畿重地，此后，

金在这里始设陕西行省。甘肃次之，于元代设省。而新疆、宁夏、青海

等地，虽说较晚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但自元代之后，这些地区已有

朝廷命官负责统辖。至清乾隆年间，皇帝已在青海、新疆等地设办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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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将军，以加强对这里的统治。1884 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

下，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省。这样至清末，形成陕、甘、新三省建制格

局，而青海设垦区办事大臣，宁夏归甘肃管辖，设宁夏道。民国建立后

基本沿用清末建制，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便对其进行了调整。1928

年 9 月 5 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 153 次会议决定将青海垦区

设青海省，治所设西宁; 同年将宁夏道各县和阿拉善旗分别从甘肃、绥

远两省划出，设宁夏省，并成立省政府。这样，西北各省区的行政区划

到 20 年代末便完全形成，并沿袭至今。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人们对

西北的概念，除陕、甘、宁、青、新五省外，还包括绥远 ( 即今日内蒙

古包头市一带) ，远比今天西北的概念大。由此可见，西北地区这一概念

的形成，是和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自然、社会的整体

特点分不开的。

西北地区的神奇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多民族、多

宗教性。全国 56 个民族中，有 40 多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

族，以及国内特有的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多民族造成多种宗教

信仰的不同影响，如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在藏族、蒙

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盛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在新、甘、宁等省。多民族、多宗教造成

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政治态度在诸多方面均有很大不同。

多民族聚居在这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

高压政策。历史上不断演出一幕幕生死相伴的悲喜剧。各民族之间久分

必合、久合必分的事件，往往延续数百年。二是西北地区从历史上看，

多数情况下是属于边疆地区，由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影响，往往远离全

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整体。尽管历代统

治者用不同的方式管辖着西北各地，但除距中原较近的关中平原之外，

多数地方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

地方豪强势力或利用宗教、民族的力量，或通过军事力量，使一些地方

出现割据状态。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进一步维持这种局面，通常采

取的政策是 : 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决不与朝廷分庭抗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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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独立性，政治、经济、文化均保留着许多民族和地

域的特色。这样，地方势力对本地区的影响就不能低估。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西北地区曾像磁石般地吸引了历史上无数

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企图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

才干和抱负。而做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要想在西北建功立业，无外

乎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 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就必须审慎地处理民族问

题，维护中华民族的和睦、团结 ; 这里是边疆地区，就必须维护边疆的

安全，领土的完整; 这里的历史悠久，则有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

责任。自近代以来，林则徐、左宗棠等人，或发配边疆，或用兵西北，

都曾为治理、开发西北留下诸多业绩。孙中山曾在他所著的 《实业计划》

中对西北建设和开发提出过一系列设想。可见，神奇的大西北对有识之

士、爱国志士的吸引力。本书记载的也是一位著名爱国将领，在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期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洪流，在西北所做的一番事

业。

冯玉祥早期军旅生活

冯玉祥，字焕章 ( 1882 年—1948 年) ，祖籍安徽省巢县，生于河北

青县兴集镇。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自幼便饱尝生活的艰难窘迫。1892

年，冯玉祥 11 岁时，母亲游氏病故，长嫂抚养他至 1896 年入伍当兵为

止。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 “家乡的生活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

想与情绪，……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①

1896 年，年满 15 岁的冯玉祥随父入营当兵。最初，跟着父亲在清政

府的淮军里，1902 年脱离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驻扎

在天津杨柳青。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属 “北洋新建陆军”，所谓北洋军阀，

便是由这支队伍起家的。

北洋新建陆军，是 19 世纪末，晚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

治，按照西方陆军军制，在外国洋员的协助下，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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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军事武装。从陆军建制、训练、战术、操典到军器等，基本上是模仿

德国，所以被人们称为新军。所谓新军，究竟 “新”在什么地方? 它和

清朝旧式军队有哪些不同?

首先，从装备训练上看，新军主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

西法办理，”甚至 “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① 新军拥有

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兵种，它与单纯使用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

的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截然不同。19 世纪末，湘、淮各军虽也进行了

一些西式训练，配备了新式武器，但终究和新军是不能比拟的。

其次，对士兵的入伍条件，新军有较严格的限制，参照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征兵条件，对入伍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上均有规定 : 年龄一

般要求从 16 岁到 20 岁，身高在 4 尺 8 寸以上，凡五官不全，体质较弱，

手举不及百斤者不收。来历必须土著。凡吸食鸦片或犯有事案者以及

“城市油滑而充营勇者”，一概不收。

再次，新军各级军官，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出身，具有现代军事知

识的人充任。为了培养各级军事人才，清政府除了在各省省会及大中城

市设立军事学堂外，军中还设有各级随营学堂。规定选派各级军官，要

尽量先委派曾习武备，进过军事学堂及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 ; 对旧有

军官进行甄别，以粗通文字、虚心问学者为合格。遇有官升出缺，仍先

从学堂毕业之员选充。一概不许在学堂、新军之外，随意任用。

又次，在对士兵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同时，又进行全新的技术训练，

即军事训练，称之为练兵，就是 “精其技艺”。为此，清政府曾将旧时编

纂的 《西法类编》和北洋陆军所刊 《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给

各营。书内分兵法、军器、测绘、数学诸门。此外，如世界地图、亚洲

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 “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以促进官

兵素质的提高。

新军是模仿西洋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建立的武装力量，清政府本想

依靠这样一支新式军队，振衰封弊，挽救危亡。但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和

统治者的初衷相反，清政府所建立的新军除袁世凯掌握的一部分死党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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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清末的反清革命外，其余多数新军均在后来反清运动中成为革命党人

争取的对象。

中国古代历来有尚武传统，尤其农家子弟，多以习武为荣。这样一

支新式军队，自然也就能够吸引诸多像冯玉祥这样的有志青年。来到新

建陆军后，冯玉祥更加勤苦读书、操练了。他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埋头看

书写字，并专心钻研军事操演中的各种科目。1902 年底，保定府筹划扩

编 20 营新军，从武卫右军中挑选军官，当时每连 6 棚，每棚 12 人，冯

玉祥是从连里 72 个正兵中挑选出的一个副目 ( 相当于班副 ) 。他当了副

目后，很能体贴士兵，深受士兵爱戴。

正目齐大麻子十分欣赏冯玉祥，便向上司保荐，冯便先后担任哨

( 排) 、队 ( 连) 的教习，专门负责喊操。

这时袁世凯正利用清政府提出在全国扩编新军 36 镇的庞大计划，逐

步培植个人势力，终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拟定了一套 《陆军营制

章程》，包括主军、督练、设官、募兵、军令、训练、校阅、奖惩、恤

赏、薪饷、营令、军器等规定。通过这些措施，新军由最初的不足 l 万

人，增长到近 10 万人，成为清王朝的一支劲旅。随着新军不断扩充，冯

玉祥在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步由副目、正目升为哨长，后经多次考试选拔，

他均名列前茅，旋任队官 ( 连长 ) 、管带 ( 营长 ) 等职。在短短的 5 年

之内，冯玉祥由一个士兵，升任北洋新军的中级军官，升迁速度之快，

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与冯玉祥在军中勤勉自励分不开，也可以看出新

军兵制在许多方面的确优于旧式八旗、绿营，尚能促进人才的脱颖而出。

冯玉祥所在部队的协统 ( 旅长 ) 陆建章对他很器重。陆建章，安徽

蒙城人，因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加入北洋陆军后，很得袁世凯赏

识，1905 年起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第七协协统。因陆欣赏冯玉祥，便有意

将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冯。冯玉祥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薪

水微薄，遂婉言谢绝。后在众人的大力促成下，方与刘德贞成婚。冯玉

祥也因此成为陆的内侄女婿，此后得到陆的提拔和帮助。

武昌起义后，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党人在滦州发动兵变，

响应武昌及全国各地的革命。他们于 1912 年 1 月 3 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

军政府，冯玉祥被公推为革命军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通电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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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宣布独立。1 月 4 日，举行誓师，发布檄文，同时向各国公使发出照

会，要求各国 “严守局外中立”。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告密，遭到清军突

然袭击，损失严重。王金铭决定放弃滦州城，而率全部武装七八百人乘

火车西上攻打北京。因铁路被毁，至雷庄五里处下车，与清军王怀庆布

防的军队交战，王怀庆部支持不住，即邀请王金铭、施从云前往雷庄议

和。王、施幻想说服王怀庆共同反清，但王怀庆却设有埋伏，待王、施

前往谈判时，被王怀庆一一逮捕，王金铭、施从云等 50 余人被杀。滦州

起义遂被镇压。

滦州起义失败后，王怀庆本想除掉冯玉祥，但由于有多人前来营救，

加之冯玉祥与陆建章有亲戚关系，陆便竭力为冯玉祥说情担保，冯仅被

革职，监禁约半年。清政府垮台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陆建章委任

冯为前营营长，并遣其在冀南一带招募和训练新兵，冯玉祥开始有了一

个使其部队得以扩充、培植自己亲信的机会。1913 年 8 月，冯玉祥所属

的左路备补军改编为 “东卫军”。增设两团编制，冯玉祥被委任为第一团

团长。驻节北京北苑一带。

因追剿农民起义初到西北

1914 年春，一场由白朗发动组织的农民起义席卷了中国北方，震撼

了神州大地。

白朗 ( 1873 年—1914 年) ，河南宝平人，字明心，农民出身，曾在

北洋陆军第六镇任管带，后解甲归田。1911 年冬，在宝平鲁山地区发动

农民起义。起义口号是 “打富济贫”，同时也反对教会势力。响应者由最

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二三千人。

1912 年冬，白朗面对袁世凯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 “剿抚兼

施”的政策，拒绝招抚，带领队伍在北自禹县，南至桐柏山的豫西广大

农村地区往来流动，消灭分散的地主武装，收缴武器。他的队伍纪律严

明，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1913 年 5 月，白朗军一度进入鄂北随县山区，然后摆脱豫、鄂两省

官军的 “兜剿”，回师北上，在 5 月底、6 月初，一度攻克豫西的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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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县两座县城。他们此时又扩大了数千人，并且半数已有快枪，还有了

一批机关枪和 6 尊大炮，战斗力更加强大。正如众议院给袁世凯的 “建

议案”中所称: “所向披靡，官军莫与能敌。”①

同年 7 月。国民党人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 “二次革命”，在江西、江

苏、安徽等地起兵讨袁。白朗起义军声势日壮，引起革命党人的重视。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曾写信与白朗联系，要求配合讨袁。由于信使被

张镇芳捕杀，信未送到。但是，白朗军趁北洋军大举南下镇压讨袁军，

后方空虚之机，在 9 月下旬一举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城。因南方的讨袁军

很快归于失败，白朗军在 10 月上旬突破北洋军、鄂军和豫军的包围，北

返豫西宝 ( 平) 、鲁 ( 山) 一带山区活动。

1913 年底，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在袁世凯的督责下组织

了对宝、鲁山区白朗军的大规模 “围剿”。白朗军为了要和安徽、江苏等

省革命党人的反袁力量会合，便突围东进，越过京汉铁路，挺进到豫、

皖、鄂边区。他们在 1914 年 1 月间，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和

皖西的六安、霍山，直逼皖中的舒城和鄂东的英山， “如入无人之境”。

得知消息后，袁世凯惊恐万状，为了挽救危局，将张镇芳、赵倜革职。

另行委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常驻开封，统一指挥豫、鄂、

皖三省正规军 2 万多人进行会战，企图聚歼白朗军。

白朗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对于帝国主义在长江中游的商务和传教活

动，也直接造成了严重威胁。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和驻京公使，给袁世凯

施加压力，要求剿平白朗军。他们还为袁出谋献策，英、俄两国使馆还

争相派武官到信阳 “参观剿匪”，并声言要派兵进行军事干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安徽、江苏的力量已经瓦解，白朗军

进入安徽后，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而袁世凯、段祺瑞在豫、皖、鄂一

带又调集重兵进行 “围剿”。起义军在中原已很难立足。因此，他们决定

调头西进，计划取道陕西，夺取四川作为反袁的根据地。1914 年 2 月下

旬，白朗率军突破重围，离开安徽，在豫西越过京汉路，进入鄂北，于 3

月 7 日攻克鄂北重要商埠老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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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白朗起义军准备向陕西进发之际，曾经响应 “二次革命”的原

陕西陆军第一师团长王生歧，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白朗起义军，陕西一

些农民武装也纷纷加入，使起义军总数达 2 万人以上，其声势更旺。这

无疑给正在积极准备当皇帝的袁世凯以迎头一击，惊恐不已，寝食难安。

白朗军在进入陕西前，将各路兵力集中于卢氏、荆紫关一带，又打

出了 “中原扶汉军”和 “公民讨贼军”旗号，白朗以大都督的名义，传

檄远近，谴责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复辟阴谋。

“公民讨贼军”于 1914 年 3 月中旬破荆紫关，挥军西进。18 日富水

关一役，打得镇嵩军和陕军 500 余人全军覆没，遂占商南，22 日克商州。

之后，为了牵制敌人，各路军分开活动 : 一路取孝义 ( 今合水 ) ，一路指

汉中，主力则由山阳越秦岭，取道当年太平军进军关中的路线直逼西安。

这一行动致使陕西 “全省震动”。陕西都督张凤翙不得不亲自出马，带重

兵驻蓝田防堵。袁世凯急令晋、甘等省派兵 “协剿”，并任命他的亲信陆

建章为 “豫陕剿匪总司令”，赶赴陕西，节制各军。①

陆建章与冯玉祥有 “翁婿”这层关系，陆一直视冯为主力，陆在赴

陕前，命冯相随。冯率全团出京时，陆乘机给冯扩充部队，改编冯团为

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冯任该旅旅长，随陆建

章进陕追剿白朗起义军。

陆建章率重兵围剿，并未能阻挡起义军的胜利进军。白朗军避开追

剿军的主力，退入甘肃平凉、天水一带。在与甘军的激战中，虽连战皆

胜，但不幸时疫流行，当地回民又多不了解，时常与之发生冲突 ; 加之

长途跋涉，军力疲惫，因而起义军中思乡之情日甚。1914 年 5 月，白朗

军在甘肃临潭受挫，白朗本人负伤。在这种情况下，入川不成，遂决议

回军东向。在 6 月初的伏羌 ( 今甘肃甘谷县) 战役中，起义军损失惨重。

之后，起义军分前后两路，白朗自领前路主力军在宝鸡大败河南赵倜
“剿匪军”，沿渭河东撤至眉县，吸收了一些农民，扩大了队伍。再经扶

风、武功、户县，于 6 月 15 日抵达西安附近的子午镇。袁世凯命刘镇华

的镇嵩军和张勋的 “辫子军”火速 “进剿”。陆建章接连给远在甘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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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白朗军的冯玉祥数份十万火急的电令，命其星夜回援西安。白朗军在

子午镇与冯玉祥部下何乃中遭遇，白朗军未久战，即撤往商南。白朗军

在撤退时又选择了地势险峻的路线，损失较重。正如冯玉祥所说: “子午

镇进去为子午峪……其地至为险峻，白狼 ( 朗 ) 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

来当不致失败。”① 6 月 26 日，白朗军在商南富水关受到河南镇嵩军的截

击，伤亡惨重。白朗本人也在队伍撤退时，被其部下杀害。白朗被杀后，

起义军回到河南家乡时，已剩下几十人。这样，白朗起义历时三年，终

被袁世凯及各路军阀镇压了。

由此可见，冯玉祥是在镇压白朗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首次进入西北

的。他以在陕、甘两省追剿白朗起义军为致力西北的起点。西北留给他

的印象，正如他在记述第一次踏上陕西大地的感受时所说: “到潼关的时

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

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潼关! 潼关! 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的脑子

里了。”②

身居将军宝座

镇压白朗起义，对袁世凯来说，既镇压了革命势力的蔓延，又在实

现其所谓 “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中不失为重要一举。在窃取大总统职

位后不久，为进一步扩大总统职权，控制各省地方政权，袁世凯开始推

行各省军政分治，裁兵废督的计划。而借镇压白朗起义之机。袁世凯正

好可向有关省区改派亲信，排除异己，培植一股服从和追随其实现帝制，

独裁统治的势力。

袁世凯早就视陕西督军张凤翙为 “异己”，处心积虑地谋求以北洋嫡

系势力取而代之。当白朗军进攻陕西时，袁乘机以 “追剿”为名，派时

为北京军政府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 “剿匪”总司令进驻

陕西。数月后，待陆建章已能有效控制陕西时，1914 年 6 月 30 日，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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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正式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从此，各省废除督军，① 改称将军。各省将军

有地盘和兵权的冠以 “武”字，无地盘和兵权的则冠以 “威”字。张凤

翙遂被免去督军职位，委以 “扬威将军”，应召入北京将军府，实权被

夺。而拥有兵权的陆建章被任命为 “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

陕西就为北洋军阀政府直接控制。

陆建章升任陕西将军后，冯玉祥亦因追剿白朗有功，于 1914 年秋得

以将其所部扩充为第十六混成旅，下辖两个团，炮兵、骑兵各一营，机

关枪一连，共五六千人马。驻防西安。冯自 1896 年 15 岁入伍，到 1914

年升任北洋军阀嫡系的旅长，历时 18 个春秋，终于坐上了将军宝座。

有了将军职位的冯玉祥便开始谋求自己势力的发展。在军阀统治时

代，个人势力的发展，有赖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冯玉祥开始寻求扩充队

伍实力的途径。此时，他深切地感到其部下良莠不齐，难以驾驭。冯玉

祥在 《我的生活》的回忆录中写道 :

“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和量两方面看，都难以使人满意。综合起

来说 : 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守旧，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

事业的抱负和决心。……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

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也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之

心。第三，他们都有些来历。因此办事振作，动辄得咎，处之掣肘 ; 不

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②

这里描述的现象既是当时北洋军阀军中的真实写照，同时，又表露

出冯玉祥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愤懑情绪。冯玉祥开始认识到，要解

除国家连年的灾难和人民不尽的疾苦，要担负起 “所憧憬的使命”，就要

准备发展自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而要发展武装力量，首要的问题则是

训练军事干部。冯玉祥所掌握的第十六混成旅直接归北京中央政府统辖，

在军界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为他储备和积蓄军事骨干，招贤纳士，为

其后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于是，冯玉祥从部下挑选 130 人在西安城郊组成模范连，开始其军

中练兵。模范连人员全是久经沙场，又有一定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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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呜钟为连长，过之纲为排长，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

冯治安、吉鸿昌等人为士兵，以蒋鸿遇、刘郁芬、何乃甲等为教官，对

学员进行正规军事训练。教授科目除基本技能、体操、拳击、劈刀等术

科项目外，还增加了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的教学，把当时日、德比较新

的军事思想和理论在基层军官中讲授，使这些军官素质迅速提高。冯玉

祥治军过程中，十分重视将才的培养。他说: “教战之道，十人学成，教

成百人 ; 百人学成，教成千人 ; 千人学成，教成万人。”① 这里所说的十

人、百人、千人，指的就是造就、培养大量高素质的军官。冯玉祥认为，

通过培养军官可以使更多的人学好军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要训练

过硬的部队，首先从将才培养着手，没有过硬的各级军官，要训练好部

队是不可能的。西安编练的这一模范连，产生出冯玉祥军队中一大批骨

干，许多高级将领均出自模范连。同时，模范连也是冯玉祥此后治军的

样板。这样，模范连的建立便成为冯玉祥健全干部队伍，推动全旅练兵

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对此后冯玉祥在治军中重视正规化军事训练，

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开端。

汉中怀古

1914 年冬，冯玉祥率部到陕北松林一带查禁鸦片，行至三原时，接

到陆建章命其回防的电令。原来四川督军胡景伊部发生兵变，因川陕接

壤，陕南又兵力空虚，陆恐四川局势影响陕西，故调冯部星夜移防汉中。

冯遂将全旅人马分成两个梯队，依次向汉中进发。行军路线是由咸阳经

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褒城等地。陕南的道路之艰

不亚于蜀道之难，自宝鸡往南，离开八百里秦川，进入秦岭，便是闻名

古今的、被称为 “川陕襟喉”的崤关，又叫大散关。这个古老的关口，

自秦汉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楚汉相争时，刘邦从汉中北征，就从

这里夺取汉中 ;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出散关而攻打陈仓 ; 宋代吴玠、吴

璘兄弟，在这里附近的和尚原一带，和金兵对抗十余年之久。古老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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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古老的关隘，不知有过多少次刀光剑影的争斗，埋过多少将士的累

累白骨。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下 《散关遇雪诗》: “剑外从军过，无家与

寄衣。散关三尽雪，回梦旧鸳机。”可见，崤关也是险关。过崤关，越秦

岭，便进入凤州，也就是古代的陈仓道和连云栈的交汇点，这里几乎全

是陡峭坡路，冯玉祥率部行进在这条古道上，艰难之状可想而知。但此

时的冯玉祥并不懂得军阀统治是国家衰败、百姓饥苦的根源。他只是知

道服从上司的命令，按照北京政府的意图，去陕南征讨、平叛。

汉中附近有一历史上著名的张良封地留坝。张良乃汉代名臣，早年

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伐秦灭楚，为建立西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原封

地在江苏留城，人称张良为留侯。功成之后，急流勇退，选中秦岭脚下

的紫阳山隐居学仙。到东汉末年，他的十世玄孙汉中王张鲁，为了纪念

这位先祖，在留坝建立了留侯祠，也称张良庙。历代百姓为缅怀张良，

多次重修留侯祠。到民国初年时，该庙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庙由 100

多间房屋组成，大小六个院落，乃当地一著名古代建筑。从山门到大殿，

许多门窗和立柱上，都挂着历代名人的条幅、楹联。各庙院中还有不少

文人的诗词碑刻。山门两旁的一首诗最能反映张良功成身退、隐居山中

的生活情景。左侧是 : 除却朝簪别汉家，赤松相伴旧烟霞。右侧是 : 如

今已得全身计，不似当年博浪沙。

冯玉祥行军至此，驻足游览瞻望留侯祠，游览途中，“不禁起了一种

景仰之念，遂撰写了一幅对联用柴木镂刻起来 ( 几年之后又换了石刻 ) 。

其曰 : 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魂，千古忧留

凭吊所 ; 神山古来稀，设黄不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

作逍遥游。① 由此长联可见冯玉祥的文武儒雅之貌。

汉中乃三国时期重要的战场之一。汉中盆地西部的勉县，三国时期

叫勉阳。该县城南有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的定军山和诸葛亮的陵地———

武侯墓 ; 城北有曹操驻军屯粮的天荡山 ; 城东有诸葛亮发明和制造木牛

流马的地方———黄河镇，还有刘备设坛陈兵的兴刘寨 ; 城西有武侯祠和

诸葛亮读书台。这众多的古代胜迹中，最令冯玉祥神往的还是汉丞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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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玉祥: 《我的生活》 ( 上) ，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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