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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之后的冯玉祥
许 述

读天下

拾音阁

《西南联大行思录》

本书是作者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

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

众多一手材料，甚至不乏独家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

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担当，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本书

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对话穿插其

中。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西南联大人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

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

忧虑。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出版）

《帝制的终结》

此书是作者集50年辛亥革命研究功力而创作的作品，全景式

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简明而

不失重点地说明了辛亥这一段历史中，从当权的载沣、袁世凯到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持各种政见的人物的活动脉络。全书

充满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内

容并不是陈旧的史料铺陈，而是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

作者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处处可见他犀利独到的

观点。

（杨天石 著 岳麓书社2013年6月出版）

《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本书紧紧围绕“中国出版的革命”，剖析了新时期以来出版业

发生的重大变迁，敏感关注出版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考察了

出版理念和出版组织的变迁、消费行为与发行渠道的变迁以及出

版技术与媒介载体的变迁，对移动出版、口碑式营销等新媒体传

播等给予了专业审视。

（何明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社交网络改变世界》

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力作，作者就 Facebook、

MySpace、维基百科、YouTube、Twitter等在全球汇聚了数十亿用户

的热门网站进行深入研究，向广大读者全面解读社交网络正在如

何改变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两位作者结合社交网络中发生的数

十个经典案例，深入剖析社交网络中的三大现象：身份日益多元

化、地位日益民主化、权力日益分散化，为读者清晰描绘出这些变

革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并为这些发展趋势指明了方向，对理解

这场变革具有启发性。

（【加】马修·弗雷泽 【印】苏米特拉·杜塔 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走读京城角落》

这本书讲的是隐藏在京城犄角旮旯里的一些故事。北京这

座城市很大，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街巷胡

同、寺庙道观、名人故宅、百姓民居，每一处景致，都如同这部大书

中的一页，有无数诱人的故事隐含其中。一路读去，有趣而惬意。

（陈光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出版）

《骑鲸之旅》

怎样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这是很多父母的难题。这是一本

教家长怎样为孩子挑选绘本，如何一起阅读绘本的书。本书作者

通过自己在共读过程中跟孩子斗智斗勇但不失温馨的经历，告诉

所有父母：亲子共读的第一个成果，其实是失败，但只要父母像辛

勤的农夫翻动土壤那样翻动绘本，孩子们一定会从灵魂里开出热

烈的花来呼应。

（粲然 著 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先哲有言：西汉文章两司马。就是

说，要论说西汉时期的文学创作，那是

一定要首推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贡献

与成就的。特别是司马迁和他的《史

记》，也的确堪称横空出世、光耀百代。

然而，从昭示文学进化嬗变的历史轨迹

与心路历程的角度来讲，此类超一流大

师的绝世之作与天才抒发，往往并不具

有充分的标本意义，相反，一些更普通

甚至更庸常的二三流作家则可能更多

也更自然地体现出事物演进的连贯性、

渐进性，从而成为揭示文学时序演变的

极佳范例。这大概也就是多年研究《史

记》的杨波偏要思考“刘向著述的文学

文化意义”的原因与道理所在吧。

杨波的《刘向著述研究》首先的价

值与意义在于实现了对于刘向著述多

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与观照，整体性地

准确把握和评价了刘向著述的文学与

学术特点及成就；其另一项意义则在于

在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内梳理并呈现

出了刘向著述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

学由先秦向魏晋发展演化过程中的重

要的过渡意义与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所谓的先秦文学其实又

是一种史学、哲学、文学等等涵容混杂于

其中的杂文学或大文学，直到魏晋时期，

中国的文学才迎来自觉的时代，才有了真

正的纯文学。而刘向及其所处的汉代正

是中国文学由涵容混杂走向自觉纯正的

酝酿生成的中间环节。杨波的著作通过梳

理与比较，清晰而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刘向

著述在其中的典范意义。正像她在书中所

说的那样：“随着《史记》以列传的形式叙事

记人，‘传’的含义从经学向史学乃至文学

转移。它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强化，同时说

理意味则逐渐淡化，作者的意旨倾向隐含

在叙事过程中。”也就是说，如果说《韩诗

外传》是解经传道的经学之作的话，《列女

传》等的改写已经是史传体的史学乃至文

学之作了，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直至《世说

新语》等小说的创作。此外，著作对从《韩

诗外传》的经学用诗、解诗到刘向著述的

引诗证史，再到“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

的诗歌创作自觉的勾勒也甚为详实可信。

时下的国学研究正热，堪称风起云

涌。然而，正像徐友渔先生在《国学应

该怎样热起来》、《“国学热”的浅层与深

层问题》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

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

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

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

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

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

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

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而

像杨波这样的学者们并不是预先抱定

了“尊孔读经”的先入之见来翻新民族

文化的土特产的，而是以一种真正科学

的态度和精神来审视和检索传统文化

的祖师与细胞的。她们每一次哪怕细

微的开拓与掘进都将构成民族文明进

步的积累与沉淀，而这也正是此类国学

研究实绩的新收获的难能与宝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正像中山大学袁伟

时教授多次指出的那样，在相当多的一

些热心国学研究的人那里，有一种添字

解经、牵强附会的不良风气。就是说在

解释阐述传统经典的时候，不是实事求

是地求解经典的本意，而是大搞托古改

制、六经注我式的随意引申生发，导致

许多问题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想一

想，正不知还有多少涂抹在传统文化身

上的污泥和油彩正等待着类似《刘向著

述研究》这种朴实无华的国学研究实绩

来一点一滴地揩却呢。就这一点来讲，

杨波无疑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杨波著《刘向著述研究》已由吉林

教育出版社出版）

冯玉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

物，去世后多次受到中共高度评价。冯

玉祥遇难当年和诞辰 100 周年，毛泽东

与邓小平分别通过致悼词的方式高度

赞扬这个“朋友”。冯玉祥真正引起全

中国甚至全世界注意，乃是他导演了

1924年 10月的北京政变。

得到苏共的武器支援

苏共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先

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吴已经和英国人

来往密切，于是又到广州找孙中山。只

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势力局促在广东

一隅，所以，苏共还想在北方再找个朋

友，在北京政变后锁定了冯玉祥。

苏联决定支持冯玉祥，最重要的因

素当然还是国家利益。苏共取得政权

尽管已有 8 年，但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国

家的敌视和包围，外交上打不开局面，

希望争取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冯玉祥也正想就近找苏联做靠山。1925

年 3 月 21 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向冯玉祥

的部队援助武器装备和派遣顾问团及教

官的决议。后来，日本和苏联互相较劲，

张作霖决定以武力解决冯玉祥部。冯玉

祥自知不敌，于 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想

让对方失去动武借口。政变果实落到别

人手里，冯玉祥自然不甘心，想亲自到莫

斯科争取更多军事援助。不料，冯玉祥

走到库仑（今蒙古乌兰巴托），国内发生

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冯玉祥的部

将、时任京畿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未阻止

警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使苏共怀疑冯

玉祥的革命精神，遂让他暂缓赴苏。

1926 年 5 月 9 日，冯玉祥终于抵达

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和莫斯

科卫戍司令迎接，规格不可谓不高。接

下来的 3 个月，苏共为“赤化”冯玉祥，

可谓煞费苦心。一是不少高级领导人

都会见了冯玉祥；二是为冯玉祥安排大

量参观活动，让他看到苏联军队强大，

经济发达，人民幸福；三是对冯玉祥进行

再教育。为了使冯玉祥更容易接受革命

思想，苏共特别安排中山大学的中共党

员去做工作，包括蔡和森、刘伯坚等。

冯玉 祥 抵 达 苏 联 前 ，所 属 国 民 军

已被奉军逼出北京。身在莫斯科的冯

玉祥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可他想要的

武 器 装 备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3 天

后，苏共有所松口，加之广东国民革命

军开始北伐，冯玉祥认为自己扩张的时

机到来，于 8 月 17 日启程回国。9 月 16

日，冯在绥远西部的小镇五原誓师，与

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苏共对冯玉祥

的表现十分满意，增加了援助力度：子

弹 2735 万余发、步枪 27970 支、机枪 140

挺……之前，冯部还在使用 1871 年出产

的山炮，1902 年出厂的步枪是冯军最新

装备，枪筒都生锈了；之后，这些苏联新

式武器至少可以装备 40 万人的部队。

回国之初，冯玉祥言必称马列，还在

会议室挂列宁像。其实，他在骨子里根

本不认可苏联模式，更担心苏共顾问团

控制自己的部队。在所需武器装备到

手后，冯玉祥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都

发表了不少“反赤”言论。最后，苏共失

望地发现，“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的目

的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希望

犹如肥皂泡破灭了”。更糟糕的是，苏

共不久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冯玉祥羽

翼丰满并渡过危机后，尤其是国共合作

破裂后，抛弃了苏共，转而与汪、蒋另结

新欢，并驱逐共产党人。

与中共的三次合作

汪、蒋策动北伐时，冯玉祥在西北

响应。随后，冯玉祥邀请共产党人到军

中开展政治工作，如刘伯坚任国民联军

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

校政治部主任等。中共认为冯玉祥是

穷苦出身，对冯期待甚殷。不过年轻

的中共似乎没看清冯玉祥与自己合作

的真正原因：1926 年 4 月至 5 月，20 万

冯军被 50 万北洋军打得一败涂地，唯

有通过中共与苏共取得联系，弄到枪

炮 才 能 渡 过 难 关 ，撑 到 北 伐 军 到 来 。

换句话说，冯玉祥把共产党请进军营

不过是权宜之计。果然，中共不久就

被下了逐客令。原来，蒋介石于 1927

年 6 月 和 冯 玉 祥 在 徐 州 会 面 时 ，提 供

了比苏共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

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

西北“逐共”。

孰料 1930 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输得

精光，此后，他四处活动，联络一切反蒋

力量。为寻求中共支持，他不仅在口头

上对过去的错误行为作了深刻反省和检

讨，还用实际行动为中共提供支持。冯

玉祥在 1926 年求助中共，1927 年又翻脸

不认人。在中共看来，中原大败后的冯

玉祥只是一个失意军人，不过，考虑到冯

玉祥在北方还有不小的影响，也有不少

旧部，中共为在北方建立新苏区，再度与

冯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公开指责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对日投降的

卖国行为，欲逼蒋下野，为自己复出创

造条件。1933 年，冯玉祥利用旧将宋哲

元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有利条件，到张家

口 主 动 请 求 中 共 协 助 建 立 抗 日 同 盟

军。与 1926 年跟中共首度合作相比，冯

玉祥这次谈判的资本少多了。冯玉祥

除了把军队政治工作交给中共，部分军

中要职也让了出来。

当时，双方的合作是秘密进行的。

时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的柯庆施受

饶漱石（主持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委派，

到张家口执行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以

“反蒋”取代“抗日”，还在同盟军中公开

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冯玉祥深知这会

招来蒋介石的重兵，遂加以抵制，结果

被骂成“反革命的在野派”“具有欺骗性

的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本来就对冯

违反中央政策“单独抗日”不满，而今，

中共在冯部公开活动，蒋介石马上以

“讨共剿匪”为名，派出 16 个师进攻察哈

尔同盟军。冯玉祥内外受压，不得不宣

布取消同盟军番号，再次离职下野。就

这样，双方第二次合作以不愉快和不成

功的结果惨淡收场。

如果说在第一次合作中，冯玉祥对

不住中共，那么在第二次合作时，中共

也有过错。现在，谁也不欠谁，这为双

方第三次合作提供了可能。

1936 年 9 月 18 日正逢“九一八”五

周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的冯玉祥通过媒体，再次表明自己的抗

日立场。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冯玉祥后，

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表达合作抗日意

愿。冯玉祥六十大寿，中共旗下的《新

华日报》专门辟出整版刊登贺词。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动登门拜访

冯玉祥。不久，冯被蒋赶到美国，心灰

意冷，中共因此接近。接着，冯在美国

四处发表演讲，揭蒋的丑，还在 1947 年

底跑到美国议会作证两个多小时，使美

国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缩

减了 2/3。1948年 7月辽沈战役前夕，中

共邀请冯玉祥回国助一臂之力。冯取

道苏联返回，不料其所乘“胜利号”于 9

月 1日在黑海失事，冯亦身亡。

（节选自《温故》，标题为编者所加，

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出版）

近日，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正式宣布已与英国培生集团签署最终协议，双方将合

并各自旗下的兰登书屋与企鹅出版社，以组建世界最大图书出版公司企鹅兰登书

屋。图为德国法兰克福一家书店的工作人员翻阅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每一次细微的开掘都很宝贵
——评杨波著《刘向著述研究》

王佳泉

2012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屈菡）近日，“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评出了 2012 年度获奖图

书，本次大奖共评出“年度最佳财经图书”“最佳装帧设计奖”“最佳金融投资类”“最

佳公司传记类”“港台地区年度优秀财经图书”5个奖项，《十年沧桑》、《王二的经济学

故事》等书入选。

“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是和讯网主办的、专门针对财经图书的评选活动，自

2007 年启动以来已历时 4 届，得到商业人士、出版社、财经和图书类媒体编辑记者和

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年的活动自报名至今，共有 60多家出版社、近 400本图书参与评

选，和讯网通过网友投票后，评选出获奖图书。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媒体见面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媒体见面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该书自 2013 年 1 月发行以来，蝉联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家教类图书销售榜首。这是作

家出版社继出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之后推出的家庭教育专家贾容韬的最新力作。

“由于自己的教育观念陈旧落后，所以要改变；由于自己的德行不足以影响孩

子，所以要改变；由于自身素质不能适应孩子成长之需要，所以要改变；由于自己的

人生链条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所以要改变。”贾容韬说，为什么很多孩子拒绝父母的

好意，是因为父母没有读懂孩子这本“书”。贾容韬在书中结合自身的教子日记、成

长随笔、帮教感悟和案例分析，引导家长走进孩子内心深处，帮助父母破译孩子心灵

密码。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由北京兴盛乐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策划、电子工业出

版社出版发行的“创意天龙八部”丛书发布会日前在京召开。

据该套丛书的作者李欣频介绍，取名“创意天龙八部”与佛经典故、金庸小说均

无关，“天龙”是借用玛雅卓金历中代表“上天下海、无所不能”之红龙，比喻创意也应

该无局限、无所不在。丛书共收录了《人生创意课》、《旅行创意学》等 8 部作品，凝结

了作者 22 年的创意领悟，覆盖面横跨广告、旅行等多个领域。李欣频为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曾任台湾诚品书店文案。

“创意天龙八部”丛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