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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玉祥由北洋

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

刘 受 容

冯玉祥
“

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
”

①
, “

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
②

。

1 9 2 6年

9 月的五原誓师
,

是他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
,

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

出来的将领
,

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
。

本文拟对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转变的原

因
、

表现及其评价作一探讨
。

`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冯玉祥的这次重大革命转变不是偶然的
,

不

能武断地说成是政治投机
,

或简单地看作是心血来潮
,

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

会根源
。

1
.

长期爱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继续

冯玉祥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生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
、

急剧 动荡 的 年代
。

其 父

当过泥瓦匠和雇工
,

后在淮军中当一名下级军官
。

他从小生活在淮军驻扎的保定一带农村
。

由于家庭生计艰难
,

7
、

8岁时就拔草拾柴干农活
,

亲身体验了农民生活的苦楚
,

形成了他日

后浓厚的农 民意识和平民思想以及
“

难已克服的农 民性格
” , “

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

活的职志
。 ”

③

为了糊口
,

冯从少年起便走上吃粮当兵之路
,

n 岁入淮军补兵缺
,

1 8 9 6年正式入伍
。

从

小辗转各地的兵营生活
,

使他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腐败
,

洋鬼子欺压中国之可恶
。

1 8 9 5年中日

甲午战争
,

中国惨败
,

使他
“

感受很大的刺激
” ,

心想今后
“

不当兵则已
,

要当兵
,

誓死要打 日本
,

尺寸土地决不许由我手里让 日本夺了去
。 ”

④
“

遂立志为爱国军人
,

以御外侮而雪国耻
。 ”

⑤ 19 0 0

年八国联军入侵时
,

又目击了侵略军烧杀奸抢的种种残暴
,

十分愤慨
,

爱国民族思想 日益强烈
。

这种从小萌发出来的朴素的救国救民思想
,

对他一生的行动具有很大影响
,

正如后来他

在回顾自己的经历中所说
: “

我是穷小子 出身
” , “

完全由行武出来
,

所以身经若干艰难困苦
,

深

知社会中下层 民众的隐痛
, …… 自然看见社会中的种种不平

,

容易激发反抗的决心
。

这就是

我 屡次参加革命运动的本因
。 ”
⑥

由于他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内在因素
,

所以每当革命运动兴起时
,

便积极响应
,

倾向革

命
。

辛亥革命中
,

他与王金铭
、

施从云等人举兵
,

发动了滦州起义
。

护国战争时
,

他参加反

袁阵营
,

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
,

并助成四川独立
。

张勋复辟后
,

他率军在廊坊誓师讨伐
,

首

先攻入北京
,

击溃辫兵
。

护法战争时
,

他同情护法运动
,

在浦口
、

武穴屯兵不进
,

通电主和
,

牵制了北洋军阀南下的队伍
。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

他与胡景翼
、

孙岳联合
,

发动北京政变
,

推翻贿选总统曹馄
,

驱逐清朝废帝溥仪出宫
,

电请孙中山北上
,

并将所属部队改称 以
“

真 爱

民
、

不扰民
,

誓死救国
”

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国民军
,

从北洋军阀中分化 出 来
,

自成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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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5年反帝爱国的五姗运动爆发
,

他呼吁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
,

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

争
,

由于反响寂然
,

使他由过去对基督教的笃信转至失望
,

遂放弃基督教义
,

辞退基督牧师
,

转而聘请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工作人员到军中对官兵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

并主张厉兵袜马
,

对

帝国主义宣战
, “

甘愿身作前驱
,

力与彼撩相周旋
。

虽粉身碎骨
,

亦所不辞
”

⑦
。

他下令全军减

薪捐款
,

救援慰问五姗惨案死难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学生
。

激进的冯玉祥
,

与当时压迫民众

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段棋瑞
、

张作霖等军阀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 “

真有点民族思想
”

⑧
。

在其辖

区内
,

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

国共两党组织普遍发展壮大
。

所以
,

玛当时被人称之 由
“

从

督将军
”

变成 了
“

赤色将军
” 。

冯玉样以他固有的爱国民主思想为轴心
,

随着时代革命潮流而不断前进
,

这是他和当时

一般军阀的迥然不同之处
,

也是他转变参加国民革命的内在思想基础
。

2
.

帝国主义和直奉等军阀联合进攻的压迫

帝国主义和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的压迫
,

是冯玉祥转变参加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外部

原因
。

北京政变后
,

他虽与国共两党
、

苏俄发生联系
,

但拒绝加入国民党
,

未公开标明联俄

联共旗帜
。

虽然他对列 强和军阀的幻想 已经动摇
,

但时过境迁
,

这种思想又复滋长
。

他一方

面极欲寻求革命阵营的帮助
,

共同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

另一方面却依然保持
“

不党不派
,

不南

不北
”

的超然态度
。

当 1 9 2 5年 n 月底国共两党在北京发动推翻段棋瑞政府的首都革命时
,

冯玉

祥表示他将自始至终支持段政府
,

并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
,

告之国民军将不 同 任 何 党

派
、

集团敌对
,

也不为其同化
。

他真正转向国民革命则是在 1 9 2 6年春直奉晋军阀联合进攻压

迫国民军之后
。

1 9 2 5年底
,

冯玉祥国民军处于鼎盛时期
,

拥兵 40 万
,

占据北京
、

察哈尔
、

绥远
、

热河
、

直隶
、

河南
、

陕西
、

甘肃及山东一部分广阔地区
, “

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
”

⑨
。

国民军势力壮

大及其倾向革命
, “

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 国民军可 以会合起来
,

支配全国政权
,

成为一比

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
。 ”

L这个形势对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是致命威胁
。

因此
,

日
、

英等帝国

主义便策动直奉军阀结成了以
“

反赤
”

为 目标的反革命同盟
,

其
“

反赤
”

对象就是
“

苏俄
、

中 国

共产党
、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

冯玉祥及国民军
”

@
,

并制定了
“

先北后南
”

的战略方针
,

先

扑灭
“

北赤
”

冯玉祥
,

再剿灭
“

南赤
”

广州国民政府
。

于是
,

从 1 9 2 6年 1 月起
,

直奉军阀联合起

来从河南
、

山东
、

直隶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

面临强敌
,

冯玉祥及其将领力图妥协求存
。

为转移敌人视线
,

他再度宣布下野
,

退居幕

后
。

此举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合
。

为使帝国主义实行中立
,

冯军将领

曾发表了一项含有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宣言
,

然而结果徒劳无益
。

大沽口事件中
,

日

本人炮击国民军
,

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提 出最后通谍
, “

其矛头无疑是针对冯的武装力量的
”

妙
。

为与奉系张作霖妥协
,

多次发密电
、

派密使与奉磋商
,

却屡遭拒绝
, “

效如捕风
”

L
。

此时的段

棋瑞执政府为稳固自己的统治
,

拟
“

派曾毓隽
、

姚震之通谋奉军
,

里应外合
,

消灭国民 军 于

北京
”

⑧
。

为向直系吴佩孚求和
,

不仅函电交驰
,

密使往返
,

而且还作出了释放曹馄
、

驱逐段

棋瑞
、

迎吴佩孚北上主政的输诚行动
,

得到的却是国民军应
“

全体缴械
”

的强硬回答
。

冯玉祥

不仅在政治上四面临敌
,

处境孤立
,

在军事上也迭遭重创
,

至 3 月下旬
,

国民军连失 山东
、

河南
、

天津
、

直隶
,

退往京散
。

不久又迫往南口
。

正当冯玉样处于进退维谷
、

一筹莫展时
,

南方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阵营不断壮大
。

广州

国民政府 已取得两次东征和 平 定 刘
、

杨叛乱及南征的胜利
,

统一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

正积极准备出师北伐
。

这使失败思绪萦绕心头
、

苦闷衍徨的冯玉祥深切感受到蓬勃发展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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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的威力
,

从自己孤军奋斗的教训中认识到救国不能光凭军事卖力
,

还要靠主义
、

政党

和合作
,

终子舍弃了
“

君子不党
”

的陈旧观念
,

决心投入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
,

开始了他政治

思想和行动的重大转变
。

3 月20 日
,

他启程赴苏考察
,

4 月在赴苏途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

同时
,

他又派代表马伯援到粤请援
,

嘱其
“

将国民军之宗旨及工作
,
向党中 (注

:

国民党中央 )

陈述
,

最少限度
,

国民军必为国民党合作
,

解决国事
。 ”

L

3
.

国共两党和苏俄的积极帮助

冯玉祥因其具有朴素的爱国救民思想
,

受到了国共两党和苏俄的重视和帮助
,

逐步将其

朴素的爱国救民思想上升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思想的高度
。

早在 1 9 2 3年冯玉祥驻军南苑期间
,

孙中山派马伯援到京访问冯玉祥
,

冯玉祥表示要与国

民党往来
。

接着
,

孙中山又派孔祥熙携带他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会晤冯玉祥
。

冯 玉 祥 读

《建国大纲》之后
,

认为它是
“

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
” , “

觉得太好了
,

太完全了
,

心里涌起了一

种兴奋钦慕之情
” L

。

因此
,

北京政变后
,

冯玉祥立即电请孙中山
“
即日北上

,

指导一切
”

@
。

孙中山北上到京后
,

送给冯玉祥部6 0 0 0本《三民主义》 , 1 0 0 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
。

他全

数分发给各部队
,

令官兵悉心研读
。

1 9 2 5年冯玉祥部队驻张家口时
, “

国民军与国 民 党 之 关

系
,

非常密切
”

L
。

国民党要人徐谦
、

孙科
、

孔祥熙
、

李石曾
、

吴稚晖
、

李烈钧
、

钮永建等时

相往来
,

对其
“

军事政治均多方赞助
”

L
。

国民军退守南口时
,

广州国民政府即应冯玉祥之请
,

派李烈钧前
“

往张家口
,

协助张之江
、

鹿钟麟策划南口的战守
”
L

。

并于 4月 10 日致信冯玉样
,

鼓励他
“

取鉴前失
,

益加奋斗
” , “

困而弥坚
,

勇猛进行
” ,告之国民政府正

“

积极筹备北 伐
,

期

能于相当时期
,

与贵军会师中原
,

共定 国难
,

打倒帝国主义
,

完成国民革命
。 ”

@ 冯玉祥赴苏

途中路过库伦时
,

鲍罗廷
、

徐谦
、

于右任
、

顾孟余
、

陈友仁等前往
,

多次商谈如何救民救国

及 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之要事
,

并劝说他加入国民党
。

冯玉祥欣然允诺
,

即由徐谦介绍加入

了国民党
。

中国共产党对冯玉祥也作了大量争取工作
。

北京政变后
,

中共北方区委迅速制定了争取

冯玉祥
,

打击段棋瑞
、

张作霖的策略
。

后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强调
“

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
,

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
。 ”

@ 李大钊多次前往张家 口作冯玉祥的工作
,

帮助冯设立了俱乐部和研

究孙文主义小组等学习机构
,

开辟了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

中共北方区委利用派政治工作

人员和帮助办报纸
、

办学校的机会
,

陆续将一批共产党人派赴国民军
。

至 1 9 2 6年 9月五原誓

师时
, “

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
”

L
。

冯玉祥访苏期间
,

刘伯坚以华人协会 和 《前

进报》等团体的身份会见 冯玉祥
。

由于冯玉祥
“

受俄共党影响很深
,

所以对中国 C P 也特别注

意
”

@
,

极欲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
,

并请刘伯坚介绍共产党人与之谈话
。

经刘伯坚的

荐引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玉样及其随行人员见面
,

进行了长达 3 天的谈话
, “

结

果颇好
” ,

使冯
“

对中国 C P 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
”

L
,

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

苏联政府对冯玉祥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

北京政变后
,

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
,

冯玉祥结识

了苍尽驻华大使加拉罕和苏联顾问鲍罗廷
,

很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

冯玉样后来回忆说
: “

我们

的接触
,

越来越亲密
,

越来越接近
,

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

O
。

冯玉祥产生了对苏联的无限向往之情
,

请求苏联的援助
。

1 9 2 5年 3 月
,

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

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

不久
,

两个苏联军事顾问组分赴张家 口和开封
,

帮助冯玉祥建立了炮兵
、

步兵
、

骑兵
、

工程兵等学校
。

从 1 9 2 5年 3 月至 1 9 2 6年 7 月
,

国民军

共得到苏联援助的步枪 5 5 8 0。余支
,

子弹 5 8 2 0万发
,

手榴弹 1万多枚
,

机枪 2 30 挺@
。 1 9 2 5年

夏秋间
,

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长以上的军官代表团到苏联参观
。

后来
,

冯玉祥听 了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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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苏报告后
,

很受教育
,

决定亲赴苏联考察
。

1 9 2 6年 5 月 9 日
,

冯玉祥抵莫斯科
,

受到了

苏联各界的热烈欢迎
。

在苏期间
,

他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访问
,

会见 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

领导人
,

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使他深受世界革命空气的熏染
,

政治认识得到迅

速提高
。

他感慨地说
: “

我有幸看到不少废寝忘食
、

夜以继 日工作的共产党人
。 ” “

共产党 的 英

勇无畏
、

高昂士气和自觉地意识到对全人类所负的责任
,

这使我十分钦佩
” 。 “

红军的训练方

法极其有效
” , “

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
。 ”

O 回首以往
,

他痛感自己的短处是只顾目前
,

无远大眼光
,

偏重军事
,

无政治办法
,

从而深刻领悟到
: “

要想革命成功
,

非有鲜明的主义与

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
”
O

。

于是
,

冯玉祥决心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
。

6 月 17 日
,

他在莫斯科致函蒋介石
、

谭延闻
,

郑重表示
: “

救国之方惟有遵照总理中山先生遗训
,

从事于国民革命
。 ”

L同时
,

又派

刘骥
、

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
,

与国民党中央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
,

并与国民政

府商定共同革命计划
。

通过协商
,

刘骥与谭延闻
、

徐谦
、

宋子文
、

孙科等达成了两项协议
:

一
、

冯玉祥统率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

从北方协助国民革

命军北伐 , 二
、

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
,

一律待遇
。

稍后
,

8 月 23 日
,

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冯玉祥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
,

广州国民政府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军

事委员会委员
。

冯玉祥终于跨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阵营
。

由此可见
,

冯玉祥的转变
,

既是救国救民激情的进发
,

也是屡遭失败的醒悟 ; 既有时代

革命潮流的吸引
,

也有身临困境的逼迫 , 既有国共两党
、

苏俄帮助的推动
,

也有他 顺 乎 潮

流
、

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

1 9 2 6年 9 月 16 日
,

从莫斯科归国的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
,

情怀难 已
,

立 即发表

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言
,

宣告
: “

现在我所努力的
,

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
,

进行国

民革命
,

实行三民主义
。

所有国民党一
、

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决议案全部接受
,

并促其实现
。 ”

⑨ 次 日
,

举行誓师典礼
,

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
,

并通电全国
: “

中山主

义
,

驱我归来
”

L
。

从此
,

他公开正式地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
,

实现了重大 的 革 命 转

变
。

他这次革命转变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高举起反帝反封建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言中明确表示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立场
,

指出
:
中国

“

受 国 外

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
” , “

要想战胜军阀
,

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
”

L
。

他在誓师典礼

上代表全军宣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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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匆

关于联俄
,

冯玉祥在宣言中解释了与苏联亲善的原因
,

指出
: “

苏联 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

约
,

以平等待我
,

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
,

使我们彼此亲善
。 ”

L他要求从莫斯科 中山大学和东

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他准备工作人员 4
、

50 名
,

还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在苏联学习和工作
。

苏联政府对他参加北伐战争给予了大力支持
,

除应 他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
、

赛福林等军事

顾问外
,

还调拨了大量的军械弹药
。

当时存放于库伦待运的有轻重机枪 2 千余挺
,

步枪 20 万

支
,

子弹 2 万万发
,

大炮 2 00 多门
,

还有钢 甲汽车和坦克车L
。

关于联共
,

冯玉祥坚决邀请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与自己一同归国主持国民军的

政治工作
。

回国途中
,

他阅读了《向导》周报
,

认为其
“

主张颇有得余心之同然者
”

L
。

他还致

信陈独秀
,

请其协助物色政治画报人才和代为筹划在京
、

津
、

沪择两处开办报馆事宜
,

要求

陈
“

对于政治意见
、

时局主张不断的来信
,

指导我们的工作
。 ”
⑧冯玉祥及其将领采纳了 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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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
“

出宁夏
、

取渔关
,

而后会师北伐
”

的建议
,

确定了
“

固甘援陕
,

联晋图豫
”

的战略方针
。

为

统一领导西北革命运动
,

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刘伯坚
、

杨明轩
、

于树德合作组成了国民党西北

临时政治分会 (后改为西安分会 )
,

开创了西北地 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新局面
。

西安成为北

方
“

中国革命的中心
”

L
。

关于扶助农工
,

冯玉祥指出
: “

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
,

完全为民众的武力
,

与

民众要结合
。

军队所在的地方
,

工人组织
、

农民组织
,

均当帮助
。

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
,

共负革命之责任
。 ”

L冯玉样通令全军将士把写有
“

军队须是为人民的武力
”

字样的 白布 小 方

块
,

缝于右襟
,

以
“

念念不忘为民众努力之要义
。 ”

@ 在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联军的赞助下
,

其辖

区的西北特别是陕西出现了空前的群众大革命高潮
。

映西全省有50 个县建立了农 民 协 会 组

织
,

农协会员达75 万余人
,

其中武装农民在10 万以上
。

组织武装起来的广大农民 对 土 豪 劣

绅
、

贪官污吏进行了清算
、

追赃
、

游乡
、

公审
、

关押
、

甚至枪毙
,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

命
。

陕西成为当时全国农运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

2
.

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改造了国民军

五原誓师后
,

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国民军联军的革命化政治化运动
。

首先

成立了内有共产党员刘伯坚
、

张兆丰为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
,

其下层

层设立国民党党部
。

其次
,

设立了由刘伯坚任副部长兼代理部长 (后为政治部长 )的国民军联

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

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
。

当时
,

中共中央应冯玉祥之请
,

先后从上海
、

北京
、

黄埔等地派遣了20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去国民军联军 中作政治工作
。

一批共

产党人担任各级政治部门的领导
。

如魏野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
,

刘志

丹
、

宜侠父
、

方仲如
、

贾宗周
、

李世乐分别为马鸿邃
、

孙良诚
、

石友三
、

刘郁芬
、

韩复集部

的政治处长
,

曹力如任扬虎城部代理政治处长
,

等等
。

为了指导政治工作的进行
,
中国共产

党特制定《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 。

冯玉祥也多次电令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

要求各军

将领对所部官兵详细说明三民主义
、

国民党
、

救国救民
、

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之要义
。

对
“

将领有不听政治讲演者
,

则召来总司令室罚跪
。

冯每日均亲自向数万兵 士 讲 演 二
、

三小

时
。 ”

@ 因此
,

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起来
。

第三
,

共产党人掌握了一定的

武装力量
。

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长兼卫队师师长的史可轩
,

领导建立 了一支以共产党员为核

心的约千余人的政治保卫队
,

由共产党员姚丹峰
、

许权中 (后为任耕三 )分任大队长
。

同时
,

以共产党员史可轩
、

李林
、

邓希资 (小平 )
、

许权中分任校长
、

付校长
、

政治部主任
、

总队长

的中山军事学校
,

学员 7 00 余人也是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

另外
,

在石谦旅
、

杨虎城部
、

甄寿珊师等部队中
,

建立了共产党的
“

军支
” 。

共产党员李象九任石谦旅第 3 营营长
,

谢子长

为连长
,

张兆丰为国民军联军第 5军第 3师师长
。

在冯玉祥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
,

国民军建立了革命制度和政治工作
,

增加了新鲜血

液
,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

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

即由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部队转变为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

部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风貌
。

正如周恩来所

赞誉的
: “

五原誓师后
,

又加以政治训练
,

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
。 ”

9

3
.

率领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战争

五原誓师后
,

冯玉祥挥军南向
,

长驱千里
,

进行了解围西安战役
,

击败了刘镇华 8 万镇

高军
,

收复 了陕西
,

从而使映
、

甘
、

绥连成一片
,

纳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
。

这不仅改观 了西

北战局
,

而且直接威胁和牵制了武汉 以北的奉军
、

晋军和吴佩孚直军残余部队
,

使国民革命

军能集中兵力东进
,

对江西
、

福建
、

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进军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

1 0 4



1 9 2 7年 5月至 6月初
,
冯玉祥又率领军队出渔关

,
攻洛阳

、

郑州
,

进行了会师中原战役
,

消灭了吴佩孚直军残余
,

打败了奉军
,

将其赶到黄河以北
,

成功地配合武汉北伐军取得了第

二期北伐的胜利
。

冯玉祥在这次革命转变中
,

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旗帜
,

与中国共产

党合作
,

改造了国民军
,

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中国大革命
,

写下 了他一生 中极其光

辉的一页
。

才禅四跳 冯玉祥的这次革命转变是有限度的
,

主要因其政治思想
、

阶级地位和当时的
龟 二 飞 二 由 , , “ 邑 , “ `
若 三 七 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致

。

毛 二 飞 “

“
.

rT朋 ” , 阴 二
。

帐 , 耐梦 冯玉祥怀着激情和热望参加了国民革命
,

但他所理解的
“

国民革命
” ,

仅仅是

推翻北洋军阀
,

打倒帝国主义
,

而没有认识到
: “

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
”
@

,

以推

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

他断言
: “

中国为产业落后之国家
” , “

全国并 无

阶级可分
,

斗争何有
。

否则
,

必演成民与民间之仇杀
,

使社会大乱而后已 ! 故在中国只有国

民革命
,

断无阶级斗争!
”

劝请共产党应立即
“

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
,

免使天下 汹 汹
。 ”

L

因此
,

当工农群众革命蓬勃高涨时
,

他的思想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而倒退了
。

这就是他反对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的最深刻的思想原因
。

冯玉祥在这次革命转变中
,

基本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

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特点
。

五原誓师前后
,

当其受帝国主义
、

北洋军阀压迫时
,

西

北工农群众革命处于开端尚未与其利益发生冲突之际
,

他积极拥护和参加革命
,

主张唤起农

工
,

但从 1 9 2 7年 5 月起
,

其军事实力大增
,

西北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到有威胁其阶级企图

和利益时
,

就日趋右倾
。

在他看来
, “

唤起农工
”

只是要农工起来
,

交捐完粮服役
,

支持 他 的

军队打仗
。

现在农民居然掌握政权
,

惩处土豪劣绅
,

要求土地革命
,

这就冲破他所能接受的

范围
。

他认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妨碍了税收和军队给养的征发
,
会成为他军事集团继续发展的

障碍
。

因此
,

他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态度产生了逆转的变化
:
他规定对陕西 的共产党报纸

进行严格检查
,
规定对有

“

越轨
”

行动的农民实行惩治
,

直至枪决
,
将西安一家工厂罢工的领

导人进行逮捕
。

正如毛泽东所说
: “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 , “

这种两重性
,

决 定 了

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
,

他们可以成

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

而在另一时期
,

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
,

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

险
。 ”

L

冯玉祥家境贫寒
,

从小当兵行武
,

使他形成两种矛盾的思想
,

即救国救民思想和浓厚的

封建军阀思想
。

由于这种矛盾思想的严重影响和制约
,

导致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前后

判若两人的矛盾行动
。

他的救国救民思 想
,

使其具有跟随时代潮流
,

倾向或参加革命的主动

性 , 他的
“

军事第一
” ,

以考虑军队的进退成败为重要法码的军阀思想
,

导致其在军队处于压

迫困境而革命形势蓬勃高涨时
,

就被迫倒向革命
,

使其革命带有被动性和阵发性的弱点
。

不

可否认
,

冯玉祥五原誓师时就怀有
.

重振国民军
、

增强自己军事实力而响应北伐的因素
。

国民

革命中
,

他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并未得到改造
。

那么
,

当革命形势低落时
,

这种军阀思想势

必作祟
,

在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下
,

促使他倒向反革命阵营
,

以苟图其军队的生存和发展
。

会师中原战役后
,

冯玉祥军队虽有很大扩充
,

但粮晌缺乏
,

全军暴露于奉鲁军阀面前
。

他担

心奉鲁军阀利用宁汉对立的形势卷土重来
,

而他的部队首当其冲孤立无援会再度失败
。

加之

此时蒋介石愿对他的困难竭诚相助
,

答应 自 7 月份起按月接济军饱 2 50 万
。

于是
,

他为 缓 和

其军事
、

经济上压力
,

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境况下
,

采取了撮合宁汉
、

共同北伐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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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

冯玉祥的这次革命转变是有限度的
,

以至在大革命末期政治态度右转
,

走过了一

段曲折的道路
。

但他作为与同时代的北洋军阀相比
,

只有他没有投靠过帝国主义
,

只有他真

正和共产党建立过合作关系
,

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

我们更要看到
,

他毕竟长期生活在军阀制度的军队中
,

经历了含辛茹苦的奋斗
,

才得以从一

名晚清士兵上升到统兵几万 以至数十万的军阀将领
,

因此他不愿意轻易冒险
,

其前进的步伐

就显得沉重而艰难
,

甚至徘徊和倒退
,

他政治思想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就实行根本的转变
,

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的
。

总之
,

他在这次革命转变中实行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的经历
,

对以后同我们党长期合作
、

爱国为民
、

不断前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

这是毫无疑义

的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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