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

13位ISBN编号：9787802147195

10位ISBN编号：7802147190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团结出版社

作者：周玉和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

内容概要

“中正弟”和“玉样兄”的因缘际会，始予1927年的北伐。
从最初相见恨晚、惺惺相惜而义结金兰，到为了不同利益而相互倾轧，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兵戈相向，
最终因政见不同而彻底决裂，蒋冯之间长达21年的复杂关系，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遗憾的是，在黑海轮船上不幸遇难的冯玉祥，生前并没有等到薪中国成立这一天的到来。
冯玉祥向来治军极严，即便是已身为省主席的韩复榘犯了错也被罚去站岗。
朴实憨厚的背后，也不乏聪明机智，如卧房内炭火熊熊，他身盖两层棉被，弄得满头大汗，呻吟不止
地装“病”，以抵抗蒋的裁军主张；再如盛宴毛泽东时，滴酒不沾却暗中以白开水代茅台酒雨“豪饮
”⋯⋯诸如此类的细节，丰富了历史人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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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玉和，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退休）。
主要成果：《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伟大的开端》、《中国现代史》等八部著
作，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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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 机缘两位总司令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
旌旗招展，人头攒动，十万军民云集，“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封建势力！
”等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这里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一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着戎装，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阵掌声过后，他发
出了浓重的浙江话音：“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
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
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
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
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
、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
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尾几句淹没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
 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蒋中正，字介石。
他的名字很多，但他从政后经常用的就是这一“名”一“字”，而人们则普遍以“字”相称，“蒋介
石”三个字，可以说是声震中外，人人皆知。
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举行了另一个誓师大会。
五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当年是绥远省的一个县城。
这里，比不得广州，它贫瘠、荒凉，人烟稀少。
汇集在这里的队伍一部分国民军，也比不上国民革命军，它人数不多，衣着不整，枪械不齐，是一支
溃散后重新收容起来的队伍。
然而，将士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内心充满希望，脸上带着欢欣，在这座县城的小小广场上誓师参
加国民革命。
广场一侧的一座土台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将一面国民党党旗高高举起。
一位年约四十五岁的军人站了起来，他身躯高大魁伟，神态庄严郑重，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
了一下于右任，注视着在秋风中飘展的党旗，迈开大步，双手接了过来，面向台下将士，发出了洪钟
般的声音。
他宣布，受各将领公举，他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誓就职。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革命。
他宣读了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
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
此誓。
”这位国民联军总司令，就是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冯玉祥。
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样闻名遐迩，同样中外皆知。
两个人自然还有不同之处。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仕途上奋力攀登，从响应辛亥革命到出任总司令，不像冯玉祥那样艰辛、坎坷，凭
他的机智、努力和计谋，基本上是扶摇直上、步步青云。
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蒋介石应召来到孙的身边，帮助筹划，并肩战斗
，护送脱险，平安抵沪。
此举不能武断地视为“投机”革命，临危受命，患难与共，总是需要一定的真诚。
但是，它也确给蒋介石带来了扩大影响和抬高身价的绝好机会。
聪明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与孙中山同登永丰舰，坚持同叛军战斗者，不止蒋介石一人，然而只有他在事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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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蒙难记》，孙中山在序言中对他称赞不已：“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
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使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924年5月正式当上了该
校校长。
起初，蒋介石曾因不能插手党务和军政大事，而一度消极。
但是后来他却感到这-_职务对他的重要意义，因而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为我所
用的军事干部，进而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蒋介石率队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
炯明，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参与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赖于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
同时，也与蒋介石的指挥密切相关，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在此前后，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外，他还担任了多项军事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施展计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使这个军成
为他一手独揽的嫡系部队。
这一年的5月，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
中全会上通过。
当然，这又是一个计谋。
经过这一“整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整理”下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政策怀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获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是蒋介石，他此时担任的职务
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对蒋介石来说，地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他在总司令部组织大纲里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出征动
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
就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和“独揽大权”之间加了一个等号，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国民革命军即将大举北伐，给蒋介石这位总司令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
这时，他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所辖地区只有广东、广西，中国绝大部分省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
实现孙中山遗愿也好，统治全中国也好，他都要率军出征，进行国民革命。
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相比，则有许多差异。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
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幸运有个盐商的家庭，有出国留学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他幼年家境贫寒，十二岁
即吃粮当兵；他没有蒋介石那样染指证券交易所的经历和投机取巧的素质，而是凭借苦练、勇猛、实
干和才能，从士兵依次升迁，旅长，师长而督军；他在走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更不像蒋介石那样一
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冯玉祥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早年就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在1911年辛
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发动了滦州起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
，1917年他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
这些行动反映了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这时的冯玉祥却未能跳出北洋军阀营垒，仍然是
其中的一员战将。
从1920年开始，冯玉祥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日增，革命倾向日浓，而吴佩孚的压
制与排挤，又把他自我发展的道路堵死，于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于1924年10月毅然倒
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统治。
冯玉祥将这次政变称为“首都革命”，严格说来，此举还算不得革命，不过，它却是冯玉祥从北洋军
阀营垒向革命迈进的起点。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出任总司令。
但是，-冯玉祥的军事卖力有限，还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他在思想上对革命对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
识，因而，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他却受到了排挤，被任命为西北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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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离京到张家口赴任；国民军名称被取消，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但习惯上仍沿用国民军这一名称。
冯玉祥倾慕孙中山的主张，倾向革命，并和苏联取得了联系，国民军所辖地区的民众革命斗争不断发
展，在北洋军阀眼中已成了“赤化将军”。
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杀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又联合起来，会同其他军阀，先要“
扑灭北方赤化”，而夹击国民军。
形势所迫，冯玉祥只好宣告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想以此来避免敌对势力的攻击，
保存国民军这支从北洋军阀冲杀出来的队伍。
1926年3月，冯玉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初途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与前往广东的苏联顾
问鲍罗廷和于右任、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商谈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问题，并经徐谦介绍
，加入了国民党。
鲍罗廷等按原计划转赴广东，徐谦留下来同冯一起赴苏。
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
苏联军政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高举的“欢迎人民军队领袖”的大幅标语和“中国国民军万岁
”的口号声，使冯玉祥深受感动，向记者们说：“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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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为什么写这本建国问答呢？
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的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
如果真能照此办法，那就一定可以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富强的国家，
我们老百姓人人可以过着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快乐幸福的生活，和平自由的生活。
　　——摘自冯玉祥《建国问答二零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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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合作到决裂:蒋介石与冯玉祥》是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
一个是空有理想，一个是极端务实，一个是光明磊落，一个是诡计多端，冯蒋由合作而决裂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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