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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浙籍政治人士的交往 

贾熟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蒋方震、黄郛、邵力子、宣侠父等浙籍政治人物

之间的交往,揭开了近代历史丰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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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人物介绍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湖人。1896年入伍当兵。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1912年,冯玉祥与张之江、鹿钟

麟、李鸣钟、韩复榘、石敬亭、刘骥等举行滦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冯玉祥集团的领导核心却形成,冯玉祥集团在近代中国

有重要影响。 

本文提到的浙籍人物有蒋介石、汪精卫、黄郛、蒋方震、邵力子、宣侠父等,这里先对黄郛、蒋方震、邵力子、宣侠父做简

单的介绍。 

黄郛(1880-1936),字膺白,号昭甫,浙江上虞人,同盟会会员,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代理国务总理

摄行大总统职、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总长、教育总长、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

职。 

蒋方震(1882-1938),名百里,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唐生智等都出自其门下。

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1920 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加入中国

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

后,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 

宣侠父(1899一 1938),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

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停止公费留学待遇。1922年回国,和共产党人俞秀松、宣中华在杭州、台州等地从

事革命活动。1923 年在杭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 年后,宣侠父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

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从事统战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工作卓有成效。 

二、早期与蒋方震、黄郛、汪精卫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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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冯玉祥率其第十六混成旅随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不久,阎相文自杀,由冯玉祥署陕西督军。1922年,冯玉祥率部参

加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胜,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11 月,又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北京南苑一带。1923 年 5 月,北洋政府派

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1923年 5月 17日,蒋方震拜访冯玉祥,祝贺他出任西北边防督办,称赞冯军为全国军队的模范,18日,冯玉祥到糖房胡同拜访

黄郛,到北新桥拜访蒋方震。20日,请黄郛、蒋方震为冯军军官讲话。8月 7日,冯玉祥陪蒋方震到学兵团,参观二连内务,在操场

阶梯上,集合排长、司务长、司书、正副目等讲话。8 日,请蒋方震为营长以上军官讲图上战术。9 日,请蒋方震为营副以上军官

讲战术。 

1924 年 4 月 1 日,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拜访冯玉祥,称“冯是他学习的榜样”“山西省财政不紊,土匪无有,军队尚可

用”。[1]5458月 2日,冯玉祥请黄郛给所部军官讲话。21日,双方讨论大局,冯认为“如直奉再战,直系较差”。[1]6029月 15日,第二

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 4日,冯玉祥与王成斌密议时局。19日,冯玉祥宣布回京计划。20日,命张之江班师回京。22日,黄郛至高

丽营会见冯玉祥,决定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冯请黄郛拟定通电稿。23日,冯军进驻北京。25日,组成国

民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26 日,电请段祺瑞为国民

军大元帅。11 月 2 日,曹锟辞总统职,黄郛以内阁总理身份摄行大总统职务。20 日,黄郛任命鹿钟麟为京畿警卫总司令。24 日,

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冯玉祥因皖奉勾结所迫,宣布下野。12月 2日,黄郛拜访冯玉祥,称“吾非面谀君者,自元首以下,小官以

上,未有如君好学者,所以若辈无学问而作事卑鄙也”。[1]6684日,冯与黄商量出国的问题。11日,冯又与黄郛、马伯援商量赴日本

游历的问题。15日,冯避居于天台山。19日开始,黄郛连日在天台山与冯会谈各项事务。 

1925年 1月 5日,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孔祥熙、包世杰等会谈。13日,冯玉祥离开天台山到了张家口。3月 22日,

冯玉祥会见黄郛、王正廷,表示:“服从段执政命令,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不愿中国和平。希望张作霖与胡景翼、孙岳团

结。”[2]3525日,冯回拜黄郛总理,谈垦牧问题,认为“非加以教育,养其心,增其识,终不能收良好效果”。[2]365月 21日,又与黄郛

讨论时局。在军事方面主张退让。6月 5日,黄郛拜访冯玉祥,谈“五卅惨案”。11月 27日,黄郛与冯讨论改造国家政治之方针。

12月 24日,双方又讨论大局。 

三、北伐后与蒋介石、汪精卫、邵力子、黄郛、宣侠父等的交往 

1926年 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汪精卫、蒋介石致电冯玉祥:“时事多艰,请消退隐。”[3]182月,阎锡山联合直奉,令商震出兵

石家庄。3月,冯玉祥派马伯援赴广东,向国民党解释下野意图及国民军的形势和策略。冯玉祥离开集宁,前往苏联考察。4月,马

伯援到广州,蒋介石请马伯援到黄埔商议与冯玉祥合作的问题。国民政府致电冯玉祥:“期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共定国

难。”
[3]647

5月 9日,冯玉祥到达莫斯科。8月,西北军下令总退却。在商震劝诱下,韩复榘、石友三等投靠了阎锡山。冯玉祥从苏

联回国,9 月 16 日,他到了五原。17 日,誓师北伐,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10 月,冯玉祥派人请商震参加北伐。商震认为条件还不

成熟。 

1927 年 1 月,冯玉祥到达西安。3 月,商震已就任冯玉祥之国民军联军副司令。5 月,冯玉祥至郑州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等会

商,汪精卫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6 月,冯玉祥又至徐州与蒋介石等会商,决定继续北伐,联合反共。7 月,武汉政府将鲍罗廷

解聘,鲍经郑州回国。汪精卫密电冯玉祥杀鲍。冯玉祥不但不杀,反而派员送鲍至库伦。8月 12日,蒋介石辞总司令职。26日,蒋

介石的代表孔祥熙辞行回南京,冯极致挽留之意。11 月,冯连电孔祥熙,请代恳蒋介石复职。12 月,冯又电汪精卫,盼其“出山主

持,团结内部”。[4]260 

1928年 1月,蒋介石复职,并电告冯玉祥。2月,蒋介石至开封,与冯玉祥结拜为异姓兄弟。冯玉祥致电熊斌,称蒋介石“实今

第一流人才”。[5]565 月 1 日,第一集团军克复济南。2 日,蒋介石到济南,外交部长黄郛到济南。3 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恣意屠

杀我国军民。蒋介石命军队离开济南,绕道北伐。5 日,蒋介石与黄郛到了党家庄,又与冯玉祥会商,将北伐军事交冯主持,自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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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主持党政。16 日,国民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6 月 3 日,张作霖离京归奉,4 日,至皇姑屯被炸死。7 月 5 日,蒋介石

电冯玉祥等,主张裁兵救国。6日,蒋与冯等在北平孙中山灵前行祭告典礼。8月 1日,冯玉祥等到达南京。24日,冯玉祥离开南京

回河南。10月,冯玉祥奉召至南京,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政部长。 

1929年 1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联合阎锡山,企图削弱李宗仁、冯玉祥的势力。引起李、冯的不满。2月 5日,

冯玉祥离开南京回河南。12日,冯与人议论,认为蒋介石党同伐异,不是天下为公,是天下为私,而汪精卫极有进步之态。[2]5713月,

冯玉祥电蒋介石,辞军政部长职。蒋派邵力子为代表,常驻冯处,随时联络。蒋将与李宗仁开战,请邵力子转告冯玉祥,许冯任行政

院长,请冯出兵相助。冯派韩复榘率兵驻扎武胜关,坐山观虎斗。4月,李宗仁失败。蒋介石在汉口召见韩复榘并收买之。5月,冯

玉祥电蒋介石,谓谣言纷纷,希望邵力子常驻河南,藉免流言。[6]98蒋复电,称:“谣言谓兄谋割据西北,反抗中央,图攻燕、晋,勾结

苏联,另设政府。望兄供职中央,则万谣尽息。”
[6]100

冯军将领刘郁芬等通电反蒋。韩复榘等叛冯投蒋,冯玉祥失败下野。6 月,冯

玉祥应阎锡山之邀到了山西。蒋介石派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到太原慰问冯玉祥。9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约共同反蒋,由冯军先

发动,他举兵响应。10月,冯部宋哲元等通电反蒋。阎锡山爽约,冯玉祥又归于失败。 

1930 年 1 月,蒋介石派邵力子到河南,联络省主席韩复榘,韩电蒋表示“惟中央之命是听”。[7]162 月,冯玉祥派李兴中到香港

与汪精卫商议共同反蒋,取得共识。3 月,阎锡山放冯回陕西,联合反蒋。5 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展开。7

月,冯玉祥派薛笃弼至天津欢迎汪精卫,又派何其巩至北平欢迎,还写了亲笔信,并汇洋一万元。冯玉祥收到汪精卫的回信,极长且

详,使冯佩服之至。9 月,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冯玉祥失败。10 月,冯玉祥与汪精卫、阎锡山致电张学良,表示停战。11 月,冯

玉祥至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 

1931年 1月 10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将宣侠父所写之《西北远征记》看完,书中对余之批评,余则深然之。”[8]3607月,

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要解决石友三所部,阎锡山与日军即派白坚武等与石友三、韩复榘、宋哲元、杨爱源等举兵反蒋、反奉。

石友三举兵后,通电汪精卫、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声明反蒋、反奉。蒋介石派邵力子至济南,劝告韩复榘反对石友三,韩复

榘表示要对石友三进行劝告。于是,各方面都没有如约响应。石友三南北受敌,归于失败。8 月,阎锡山在日本人帮助下由大连秘

密返回山西。9 月,张学良调其直属部队进攻山西。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得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将奉军从晋境

撤走。帮了阎锡山的大忙。12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冯玉祥离开山西,到了南京。 

1932年 1月 4日,冯玉祥派熊斌赴奉化,劝蒋介石到南京。6日,冯至黄郛家,畅谈救国办法。11日,与宣侠父痛斥拜金主义、

个人主义、寡廉鲜耻、虚伪奸滑者。[8]56012日,分电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催促他们入南京,共赴国难。18日,冯对薛笃弼说:“蒋

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8]5632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到了南京。22日,冯玉祥又认为,汪是

站在蒋、胡之间的,与政客无异,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8]56826 日,冯与蒋在孔祥熙家,“痛叙往事,各自愧悔,要和好如初,共赴国

难”。
[8]568

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率部奋起抵抗。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冯玉祥等离南京北上。3月,冯玉祥因为武

力收复失地的主张得不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支持,到山东泰安隐居。8月 6日,汪精卫以外交、财政困难,辞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职。

8 日,冯玉祥在其日记中写道:“汪已辞职,法西斯的势焰愈大了……非亡国不可。”[8]66817 日,汪精卫回南京,表示仍担任中政会

事务。国民政府任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冯在日记中写道:“汪先生果然又回南京了,出人意料之处。”[8]67310 月,蒋介石准备

以武力解决韩复榘,冯玉祥认为其意在驱逐他,于是离开泰安,到了宋哲元辖区张家口。 

1933年 1月,蒋介石派人到张家口,邀冯玉祥赴南京共商抗日。3月,蒋介石到了保定,又派黄绍竑等到张家口,促冯入南京。

30 日,冯玉祥亲函蒋介石,主张调全国 80%的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率收复失地。5 月 4 日,国民政府任黄郛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

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26 日,冯玉祥出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31 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黄郛给冯玉祥送去

亲笔信和秘电本,以便联系。6月 3日,宣侠父告诉冯玉祥,何应钦派人命孙殿英进攻张家口,被孙殿英拒绝。16日,黄郛和何应钦

致电蒋介石、汪精卫,建议令宋哲元回察主席任,委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令冯离开察绥,任命为林垦督办。17日,蒋介石、汪精

卫复电同意。7 月 3 日,蒋介石决定对冯玉祥采取军事行动,22 日,黄郛派马伯援赴张家口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28 日,蒋介

石、汪精卫致电要求冯玉祥:勿滥收散军、土匪,勿引用“共匪”头目。[9]1398 月,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再到泰安隐居。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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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完全是无耻的骗子手”“黄郛则为一完全趋利做官的小人”。[10]19210 月 3 日,黄郛途经泰安,

拜访冯玉祥交谈。 

1935年 3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特级上将。4月,任命冯玉祥为一级上将。9月,蒋介石电邀冯玉祥参加国民党六中全会。

10 月,冯玉祥到了南京。11 月 1 日,汪精卫被刺重伤。2 日,冯玉祥到医院看望。24 日,会议闭幕,蒋介石说“国耻、党耻不可

忘”,[10]643有人落泪。26日,冯与蒋介石交谈,认为“蒋所答之话,最谦下、最和平、最诚恳,使我最满意”。[10]64412月 18日,冯与

蒋讨论问题,蒋掏出小本,用红铅笔记录,冯认为可敬之至。[10]656 

1936 年 1 月 4 日,冯玉祥带着两个儿子到汤山拜会蒋介石,从国家大政到子女教育,交谈亲如家人、兄弟。6 日,冯玉祥就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2月 24日,蒋对冯说:“看到什么错处请要说,想到什么应办亦请说,为国家计应当如此,为朋

友计大哥亦应如此!”[10]688冯很感动,说:“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对得起您这话!”[10]6889 月 25 日,蒋致电冯玉祥等,称日本

已决心与中国一战,请冯等商定一个作战方案。冯即与何应钦等开始讨论。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逼蒋

联共抗日。13日,冯致电张学良,愿以身代蒋。25日,张学良陪蒋到了南京。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也曾表示愿陪宋美龄到西安去,蒋

对冯夫妇表示非常感谢。 

四、全面抗战爆发后与蒋介石、汪精卫、邵力子等的交往 

1937 年 1 月 20 日,冯玉祥参加政治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汪先生之不慌不忙,慢慢清理大家所说

之话,十二分的清楚……可敬的很,此为极特别之天才也”。
[11]20

5月 20日,冯又写道:与蒋介石“打也打过,骂也骂过,而今情好如

初,一则因为年岁到了,二则因多共患难,更大的事是日人之压迫,非真正团结不能救国而亦不能自救也……再次真实明白的即介

石成功即我的成功也”。[11]1787 月 7 日,日本进攻卢沟桥,宋哲元部奋起抵抗。全面抗战开始了。8 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

发。11月 13日,宣侠父拜访冯玉祥,谈八路军平型关战胜日本的详细情况。21日,冯玉祥等从南京撤退,30日,到达武汉。 

1938 年 1 月,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退出山东,要将队伍带到靠近四川的地区,与刘湘、宋哲元联合反蒋。蒋介石在武汉将韩

复榘枪决。3月,张自忠部在临沂大胜日军,蒋介石非常高兴,向冯玉祥表达对张自忠勇敢善战的赞美,冯玉祥也鼓励旧部靠拢蒋介

石,借以受到蒋的信任。8 月 2 日,宋哲元、秦绍文等拜访冯玉祥,冯对他们说:“宋要抱定有委员长即有宋哲元,有宋哲元即有委

员长,如此方不愧对国家与民众。”[11]507宋哲元甚受感动,即去拜会蒋介石了。冯因病住进武昌东湖医院,14日,蒋看望,言语和蔼,

冯数次请他早归,蒋仍不去,使冯非常感激。9 月,冯玉祥等离开武汉南下。10 月 29 日,冯在长沙会见蒋介石,请他学习三国时期

的孙权,表示“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卖国贼”,[11]527蒋深然之。12月,冯玉祥到了重庆。 

1939年 1月 1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宣读了汪精卫投降日本的“艳电”,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通缉他。 

1940 年 4 月 19 日,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驻苏联大使。30 日,文化团体 1000 多人隆重举行欢送大会,孙科、于右任、陈铭

枢、陈立夫等参加。冯玉祥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邵力子出使苏联,事太重大,人太合适。对于抗战,可以说不差似派

出了百万大军开赴前线。1940 年 5 月 16 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枣阳南瓜店与日军作战,受伤不退,壮烈牺牲。

19日,冯玉祥收到电报,他和李德全都掉泪。在日记中写道:“进城先到了李子坝去看励斋先生,应蒋先生之请去了,问蒋先生张自

忠的事真不真?蒋先生说:‘真的,自抗战以来,都没有张自忠出力大。’我说:‘这话说得公道啊’。”
[11]856

7 月 17 日,他又在日

记中写道:“汪精卫这个家伙,什么干不了,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处处帮助敌人设法害自己的同胞,越南及缅甸的交通问题,都是这

小子的主意。”[11]882国民党右派指责冯玉祥赤化,冯玉祥愤而辞职。18日,冯玉祥代表蒋介石宴请苏联大使潘友新等,对潘友新说

明委员长对苏联的种种好感。潘友新等很高兴。24 日,冯玉祥又对蒋介石表示不满,他写道:“蒋先生可是国家的领袖,什么都是

一人兼任,军校长、陆大校长、中央训练团团长、青年团团长、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长、总裁,一个人即是万能,也不能分身万

处,这什么都管的主义叫什么都不管。”[11]9039 月 5 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称:“钧座领导我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全面抗战……就争

民族之复兴也有如林肯;就达成三民主义之革命言,以总理拟列宁,则钧座之地位介于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盖斯大林掌政之期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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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之对外战争也。三年以还,在钧座指导之下,已渡过无数难关,完成不少。兹只有再接再厉,日有进益,即可接近最后胜利,

而华盛顿、林肯、列宁、斯大林诸伟大领袖之功勋皆集于钧座一人之身矣。”[11]91110 月 8 日,冯治安拜访冯玉祥,向冯玉祥报告

前方军队的一切情形。冯玉祥交代冯治安,拜见蒋委员长时,要事先写好发言提纲,按次序进行报告。13 日,是蒋介石 54 岁生日,

冯玉祥特别书“祝领袖五十四岁寿辰”中堂,此中堂上写冯玉祥的诗一首:“法国大,法国强,战仅数月国便亡。我国弱,我国贫,

抗战四年强且新。成败之理可逆料,关键完全在领导。苏俄有列宁,美有华盛顿,艰苦卓绝可方略,创造国家非无因。我国求独立,

我国求生存,赖有领袖实伟大,团结全国坚如金。领袖五十四岁大寿辰,敬祝健康担大任。且看抗战建光荣,胜利日,全民狂欢庆,

与国家共长春。”[11]932 

1941年 6月,国民政府任命熊斌为陕西省主席。1942年 2月,任命曹浩森为江西省主席。4月,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投降汪伪政

权。1943 年 1 月,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投降汪伪。5 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军长孙殿英投降汪伪。1944 年 9 月,

董必武、冯玉祥等要求组成民主联合政府。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1946年 4月,国民政府派冯玉祥前往美国考察水利。

后来蒋介石不听冯玉祥等的忠告,悍然发动内战,归于失败。 

五、结语 

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蒋方震、黄郛、邵力子、宣侠父等,都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对于中

国现代史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曾经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冯玉祥除了短时间曾追随蒋介

石、汪精卫反共,从总体上看,还是贯彻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的。蒋介石除了抗战时期被迫实行联共一同抗日外,从整体上看,则是

背离孙中山的革命策略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主张对日妥协,以时间换空间,镇压红

军,准备抗日,冯玉祥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抽调全国 80%的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率,开赴前线,收复失地。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汪

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塘沽协定》是卖国条约,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卖国贼。“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认识到抗战做

几年的准备是必要的,蒋介石也被迫实行联共、联俄,一同抗日。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故态复萌,再次反共,不听冯玉祥等的忠告,

悍然发动内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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