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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福祥》是作者王正儒在多年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著名学者余振贵先生、著名作家石舒清先生分别作序。

《马福祥》中运用了最新的日记、电文、书信、时人报刊、回忆录以及重要的《蒙藏委员会公报》等
，资料翔实，观点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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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正儒，男，回族，1980年2月生。
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现任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书记、副院长，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回族经济与社会发展、伊斯兰金融问题研究。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省部级课题5项。
在《世界宗教研究》《西亚非洲》《回族研究》等核心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个人专著有《
西北回族商业史纲》《西北五马》《回族建筑文化》《马福祥》《民间宁夏》；主编《回族历史报刊
文选》（20卷）《宁夏回族》《清真在我身边》等，入选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1年度自治区新世纪“313人才工程”人选。

获得过全国宝钢教育奖、2010年度自治区优秀博士论文、第八届宁夏文艺评奖一等奖、宁夏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应邀赴沙特国王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
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中国清真食品协会专家委员、宁夏作协主席团成员、宁夏银行
伊斯兰金融部专家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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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田南调”，帮扶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捐款捐地，在北京扶植成达师范
  ◆开启民智，发起创办《月华》杂志
  ◆竭力办学，一生创办回族新式学校近百所
  ◆著书立说，弥合回汉之间的血肉联系
◎拾壹章  处世
  ◆马福祥的念旧以及固有的旧道德
  ◆马福祥的为人与处事
  ◆忍辱力荐马仲英帮助国民党统一新疆
  ◆深受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影响
  ◆《王阳明生活书》与他一生如影随形
  ◆摘录古人言论时时以警醒
  ◆马福祥《先哲言行类钞》中的智慧
  ◆一生温和的为人态度
◎拾贰章  亲情
  ◆马福祥对于儿子马鸿逵的培养
  ◆言传身教，培养马鸿宾跻身名将序列
  ◆马福祥要求子侄尽量不要走仕途之路
  ◆深刻影响了马鸿逵的民族观
  ◆马福祥对于孙子辈的教诲
◎拾叁章  谢幕
  ◆临危受命，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代主席
  ◆影响其家族命运的“雷马事件”
  ◆蒋介石为其出面营救马鸿宾
  ◆他停歇在1932年的8月
  ◆戴季陶和沙蕾眼中的马福祥
主要参考资料／412
后记／417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福祥>>

章节摘录

　　◆1912年，代表甘肃领衔拥护共和　　马福祥在西宁任职五年后，被陕甘总督长庚调往兰州，就
任昭 武军统领，率兵负责省城兰州防务。
马福祥在西宁镇总兵任上不俗 的表现，虽说并没有获得义兄小德张的褒奖，但却引起了另外一个 人
的注意。
此人是马福祥的半个同乡，曾在临夏任职的云南蒙自人杨增新。
杨增新曾担任过临夏州官以及甘肃学台，与马福祥家族交情颇深。
瑞典人斯文·赫定对杨增新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杨增新，差 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
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
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
” 杨增新在就任新疆总督之前，任职甘肃，为人聪明、正直、不 畏权势，为了解民间疾苦、民情。
曾微服私访，对地方建设、教育，颇有建树。
马福祥的三哥马福寿是武秀才出身，但其为人并不自我珍惜，曾在临夏老家盘剥乡民，敲诈勒索；马
福祥的妻哥也是游手好闲之 辈，两人很快就勾结在了一起，为害乡里。
杨增新得知后，将两人拘捕，各打数十军棍，打得皮开肉绽。
杨增新告诫二人：“要以马福禄、马福祥为榜样，如不再悔悟，定然 处死！
”从此，两人改过自新。
马福祥得知杨增新铁面无私，甚是敬佩，并致书信以表感谢。
民国建元后，北洋政府命令杨增新就任新疆督军，他在当时知 道马福祥在兰州处境不佳，于是盛情邀
请马福祥前往新疆任职。
同时，杨增新还电请袁世凯，将马福祥任命为阿勒泰护军使，帮助自己办 理新疆政务。
杨增新对马福祥说：“云亭，你为人正直、清廉、有智慧，可堪重用，将来可继我之后担任新疆总督
。
” 马福祥感谢杨增新的赏识与知遇之恩，但因母亲已年过八旬，不忍远离，于是婉言谢绝。
当年的杨增新也算是慧眼识珠。
他认为，年轻的马福祥在他特 殊的成长过程中有见识、有胸襟，可以成为自己不可多得的帮手。
马福祥放弃了前往新疆发展的机遇，甚至一生都没有踏上过新疆的 土地，而是沿着自己选择的方向毅
然前行。
这时的马福祥，还不满 32岁，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已经经历过了太多的艰辛磨砺。
混乱的晚清时代中的他，体味到了国家的多难和人生的苦闷。
他积极主动地应对着一切外来的狂风骤雨，他在进取中坚定着自己 的意志。
他明白要使事业成功，不但要有勇气，更要有忍耐和决心，春风得意，绝不是他人生的主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了一个王朝更迭的时期。
革 命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推翻清王朝的战火燃遍了整个神州 大地。
辛亥革命星火燎原，各省纷纷通电响应。
10月22日，陕西督 标张凤翔攻占西安，宣布独立。
消息传来，甘肃大震。
前陕甘总督 升允满腹愚忠，他在平凉提出甘军东征的口号，决定重新起用临夏 旧有的回族力量，援
陕“勤王”。
多事之秋，身在甘肃官场的马福祥静观时局。
升允、长庚等人认为，甘肃回族军人曾经在11年前的庚子国变 中，曾抗击八国联军，保护圣驾来到西
北避祸，11年后，甘肃回族 军人同样也可以把圣驾接到西北来，暂谋偏安，徐图恢复。
于是，他们梦想着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能够在甘肃、在西北军人的手中，实 现奇迹般的改写。
升允、长庚力主由马福祥的“昭武军”担任进攻陕西的先锋，而静观时局的马福祥认为：“度专制必
不久，共和必告成”，“甘肃财 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再从事战争，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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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身为昭武军统领的马福祥索性躲回了临夏老家，为一 年前去世的父亲马干龄守孝，并以此为托
辞，迟迟不肯领兵出征。
与清朝皇室有着别样情感的马福祥，在痛苦中艰难地做出了自己 的抉择。
事实上，马福祥的亲家、甘州提督马进祥也极力反对甘军东征 勤王，他说：“我在南方任职多年（曾
任广西、广东提督），看清了 目前的形势。
这次民军起义，是革命性质，不是过去的一般性变乱，要慎重应付。
” 再者，陕西革命党四大领袖之一的马玉贵，正是马福祥当年在 西安行宫陪护皇室的邻居。
马玉贵与马福祥颇有交情，与马鸿逵同 读同嬉，如兄如弟，并且都为回族。
得知甘军东征勤王之事，马玉 贵也派人秘密前往兰州，与马福祥互通声气，报告时局与风向。
马福祥割弃皇室的抉择，是有一定缘由的。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马福祥奉命协助钦差大臣在西宁联合审过一场重大案件。
辛亥革命的前夕，西宁爆发了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道人为 首的黄表会起义。
铁板道人、董腊匠夫妇都曾参加过义和团运动，西宁人李旺在陕西潼关偶遇铁板道人后，萌生了反清
起义之举。
这 位铁板道人能掐会算，卜人凶吉，深得李旺敬重。
他们一同返回西 宁后，拥戴一个叫十一岁的小孩当“皇帝”，积极发展“黄表会”会 员。
到了1911年的夏天，他们以丹葛尔为中心，在西宁地区发展会 员10万人。
李旺自封大元帅，董腊匠为太师，铁板道人为军师，决 定于当年7月发动起义，先破丹葛尔，再夺西
宁城。
董腊匠、铁板道人派人在西宁城墙上张贴着白纸宣传单，书写 粗劣，文理不通，扬言要“扫清灭洋”
，“杀干净穿洋装的读书娃娃”，并且指责“西宁大小官吏剥削多端，赋税繁重，刑法残酷”，他们
要 为老百姓“铲除世上魔鬼人渣子”，同时还加大迷信的宣传。
西宁城内的人们来来往往，争相观览，但大家大多看完后笑而 了之。
人们觉得，这只是好事者虚张声势罢了。
岂料，“黄表会”会员中有一个叫刘尕六的人，他却将这一机密 透露给了西宁镇总兵张定邦。
六月初一日，张定邦率领2 000名清兵，携带枪支弹药以及开花大炮，前去弹压。
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 道人临时组织起3 000人与清兵展开血战，打死清兵100多人后，终 因难以抵
抗洋枪洋炮，只好且战且退。
最终，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道人被清兵擒获。
李旺、董腊匠、铁板道人被俘后，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将捷报呈 送至陕甘总督长庚手中。
长庚闻讯后，大喜，急忙派出马福祥前往 西宁，会同钦差大臣庆恕会审人犯。
审问这批人犯，是五堂会审，颇为严格。
钦差大臣庆恕、总兵 张定邦、西宁道胡孚骏、西宁知府廉兴、知县陈文旦一起上阵。
结果，每次审问一轮下来，都要牵扯到一大批人。
马福祥到西宁后，说服钦差大臣庆恕，本着宽大的态度，将李 旺、董腊匠处以监斩，但对从犯，都予
以释放，既往不咎。
当时的 马福祥还获悉，当地很多无辜的群众被官府用严酷的刑罚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牵连了许
多无辜的百姓。
面对这种情况，马福祥对 无辜百姓宽大处理，不做追究。
一时间，马福祥在西宁民间获得了 很大的好评。
这次陪同钦差大臣庆恕会审，应该说对马福祥产生了极为重要 的影响，他结合南北此起彼伏的反抗声
潮，已明显觉察到一个气数 将尽的清王朝，一个遭逢王朝更替的时代渐渐迫近。
只是，当时的 马福祥尚不清楚，这股更为猛烈的致命风潮究竟会旋起于何时何地。
P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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