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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长河悄然流逝，苍天无语，岁月无声。
而百年的家族，却生生不息，代代相衍。
总是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于此光阴的轮回中留下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印迹，赐予后人以咀嚼不尽
的传奇和擦抹不去的记忆。
    冯玉祥家族便是这“家国同构”历史长河中的一支，以其独有的荣光和辉煌，于此中流光溢彩，熠
熠生辉。
    先看冯玉祥将军(1882～1948)，身经晚清、民国(从光绪、宣统、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历
尽沧桑，饱经磨难，但终始不坠青云之志，竭诚报国，尽力经世，弥天大勇与苦心孤诣终于造就了赫
赫战功和政绩。
    从出身孤寒的贫家子弟到拥雄兵数十万的统帅；从“清党分共”的同谋到 “与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从蒋介石的结盟大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委员长到大洋彼岸的势不两立、水火难容⋯⋯其人
生轨迹蜿蜒曲折，而个中情由，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代际流动，薪火相传。
    冯家的子女，秉承父志，业绩骄人。
他们中既有人效命疆场，为国驱驰；又有人献身医学，誉满全球；还有人致力科研，名动异国⋯⋯各
领风骚，尽显风流。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冯氏第三代中却人才辈出，遍及军、政、商、学界，正可谓是后生可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
    综观冯氏一门，百年中有将军四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五人，其家势之盛，可以想见！
 考问历史，冯氏家族缘何历经百年而不衰，屡处巨变而不败呢？
且让我们翻开本书，边看边思边品味——循着这一家族的心路和足迹，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走近风
起云涌的百年历史，走进沧桑更替的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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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起义师　应者云集　“西瓜政策”：里红外不红　以胜获罪　再居泰山九  困处中央 人事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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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业　知遇第一人　民国总理张绍曾　传奇连襟张克侠　患难相恤余心清十二  言传身教 将门出虎子
　独特的家教　“死而复生”的抗倭斗士　将门里走出的大科学家　情系海疆志未酬十三  冯家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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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冯玉祥家族世系简表附录二　冯玉祥家族年表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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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俗话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童年的冯玉祥，就是在苦水中浸泡长大的。
1882年9月26日寅时，冯玉祥出生于直隶青县的兴集镇，乳名科宝。
此时，其父虽担任哨官，但因职位较低，薪饷微薄。
为了减轻负担，全家于1885年迁往距保定城东约一公里的康格庄。
    这是一座穷苦的小村落，居民约两百余家，大多务农为生，除油盐店外，商贩很少，生活都很艰苦
。
冯有茂的薪饷经常入不敷出，冯家的生活和康格庄一般穷苦群众的生活一样艰难。
冯玉祥自幼很少穿新鞋，大都是穿不合脚的“二鞋”(即别人穿过的旧鞋)，常常光着大腿仅穿一条短
裤。
他常和一般农民孩子共同割草、拔麦、擗高梁叶、打枯草等，以补贴家用。
这种艰辛劳动使他体验了劳动者的苦楚，并习惯于吃苦耐劳。
即便如此，家中每月仍需典当和赊粮。
每月上旬还能拿些较值钱的东西送去当铺，一到下旬就只好把炕上用的褥子、随手用的什物都送去典
当，直到家中无可当之物，父亲的薪饷才发下来，然后赶快进当铺赎回东西，否则钱花光了赎不回典
押的东西，下个月的生计就成问题了。
因此，冯玉祥自幼就感受到生活的艰难窘迫与高利贷盘剥之苦。
可以说，正是童年的苦难，深刻地影响到冯玉祥日后的思想与情感，提醒他时刻不忘改变劳苦大众生
活的志愿。
    为了维持生活，冯父极力想为才满十岁的儿子在兵营中补额领饷。
这是当时军中一种常见的腐败现象，即并不入营当兵，却白领薪饷。
常常是争补者多而缺额少，很难补上。
有一次，好不容易留出一空缺，冯父的好友苗管带(相当于营长)为抢先替冯玉祥补缺，但又不知其名
，情急之中，顺手填上“冯玉祥”三字。
苗管带决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冯玉祥”这三个字会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从此，冯基善即改名为冯玉祥。
    1894年，冯玉祥十二岁，母亲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他悲痛万分。
也是这一年，他开始到营中练习打靶。
当时，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而日本更是凶相毕露。
这年7月1日，清政府终于被迫对日宣战，保定驻军奉令开赴大沽警备。
尚未正式入伍的冯玉祥也随父前往修大沽炮台，正值日本军舰在对岸的拦沙岗挑衅，他亲眼目睹了国
家被威胁凌辱的情形，受到很大刺激，及后又听到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
这更激起了少年冯玉祥心中的反帝爱国思想，他发誓：“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
，尺土寸地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
”    1895年，冯玉祥跟随他父亲所在队伍开回保定原防。
翌年，冯玉祥年将十五岁(虚岁)，正式入营当兵，参加军事操练。
当兵后，他认为今后要有点出息，就不能整天瞎混，应当读书。
于是在仅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私塾的基础上，他发奋自学，并求教于营中伙伴贾少书和刘得喜，除了学
习《士兵教范》等类军人读本，他还开始看小说，如《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读
完一遍，又从头再读，遇有疑问则随时虚心请教，这样提高很快，且书中那种“除邪扶正，杀富济贫
”的精神，使他很受感动。
靠着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知欲和进取心，他的文化历史知识有了很大长进。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
冯玉祥最初完全是个老粗式的大兵，可有心的他却在不断努力上进，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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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正应了拿破仑的那句名言。
    但随之发生了一件对冯家来说很不幸的事。
1899年，冯父因年老体衰而被军中裁汰，在保定无以为生，又因川资缺乏，只得留冯玉祥于营中而独
自归还故里。
冯玉祥十分难过，于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能够早日迎养慈父，便成了冯玉祥军中生活的重要目标
。
当时，军队腐败，大部分军官连喊操也不会，所以每哨里要设一个专代官长喊操的教习，教习的待遇
随能喊的人数多少而定。
冯玉祥为了多挣几个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东大校场练习喊操，不管春夏秋冬，天天苦练。
一直练了四年，居然获得惊人成绩。
当时，同伴中一些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如此拼命喊操，早晚还是会被洋鬼子打
死。
而冯玉祥却特意刻了一枚“外国点心”的图章以自励。
    冯玉祥自少年时期就酷爱各种武术。
打拳、踢腿、摔跤、举石头等都下苦工夫练过。
当时，练军虽不注重操练，却流行各种拳术。
冯玉祥在军中学到了刀枪剑戟各种武艺。
他本来就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经过苦练武术，身板更是强壮。
                        P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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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玉祥》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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