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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玉祥(1882-1948)，是一个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以至蒋介石)的著名历史人物。
细捋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冯玉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影
响已非常人可及。
1922年9月，上海英文《每周评论》评选“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冯玉祥名列第二，仅次于
孙中山。
而时隔几年之后，他成为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第三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由此可观，时人对其关注已非一般。
    冯玉祥一生留下的作品颇多，仅民国一个时代，其著作可数者多达数十种。
随笔、诗歌、军歌、演讲集在其时之书店中，随处可寻，部分作品更是多次出版。
民国三户图书社及作家书屋便是印行冯玉祥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
    本书的编辑及出版正是在原本的基础上进行的。
冯玉祥一生经历了保定练军、滦州革命、兴兵讨袁、讨伐张勋、驱逐溥仪，以至誓师北伐、西安事变
、八年抗战等全过程。
此中情形，冯玉祥均留有大量亲笔撰写或口述的文字，材料极为珍贵。
    本书原稿为冯玉祥的《我的生活》、《我的抗战生活》及《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三卷。
为了帮助读者直接而更加清晰地了解和认识冯玉祥，本书依照原本章节对文字做了部分压缩和调整，
对部分章节题目也做了相关的修改。
编辑中，原本整体结构并未做较大改动。
    由于资料、时间及技术上的原因，本书在编校中难免仍有错漏之处．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
期再版勘正。
    2012年是冯玉祥诞辰13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研究和喜爱冯玉祥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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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唯一完整辑录冯玉祥六十六年人生与言论的自传作品，独家揭秘他的传奇人生！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如此“多变”？
为什么会“忽是革命忽而不是革命”？
为什么他说“蒋介石是敌人，阎锡山是仇人”？
他一生的成就究竟在哪里？

本书参考民国时期出版的诸多冯玉祥作品，力图揭开冯玉祥六十六年的不寻常生涯！

身居高官，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一年四季灰布军装、打裹脚，吃窝窝、小米饭，与士兵同吃同住，
促膝谈心，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
《冯玉祥自述》，真实重现那个会写诗会作画又会打仗的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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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玉祥（1882-1948），是一位身经两朝数代的著名人士，1922年9月，上海《英文每周评论》曾评选“
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
冯玉祥名列第二，仅次于孙中山。
时隔几年之后，他成为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第三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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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
迁移的动机，主要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
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
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
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
屋内除了土炕及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
桌凳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
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
就是这样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成了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
经过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
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
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
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也是异常欣慰的。
幼年的生活是艰难的，年幼的孩子也不得不帮大人操作。
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
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如果不去实际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
后来我自己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
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
队的方法，同时也间接地使我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
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
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外号叫窦老魁的护兵一同去。
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
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比较值钱的衣服。
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
这样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
下来。
饷—领到手，头—条事就是赎当。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
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
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
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
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
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
这时我的心蓦地感到压迫。
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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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
。
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
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
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
迎门冲”。
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
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
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
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
。
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父母早年都有鸦片烟的嗜好。
这在清末已成为—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
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捉襟见肘，当然难
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
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
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
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
的大夫。
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
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
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
”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
意扮演。
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
母亲的病并没有因此减轻分毫，对于神的信念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
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
它的无边的法力也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
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
“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
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
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
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
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
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
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
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
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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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的夙愿，这才得以偿还。
我的家庭给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不小。
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家。
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
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
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
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
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唯一的营业。
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到。
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
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
绸缎绫罗不消说在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人民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
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
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
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
恨的眼光去看它。
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时变，如同隔成两个世
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漂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
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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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玉祥自述》编辑推荐：唯一完整辑录冯玉祥六十六年生平与言论的自传作品；冯玉祥诞辰130周年
双色图文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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