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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前題記：

韓復榘認為：

丟失山東他可以為此負責。但是丟失東北、丟失南京，誰又該對此負責？！

韓復榘又認為：

既然已經是全面抗戰，在山東抗戰和在河南抗戰有何區別？！難道武勝關不

是一個最佳的阻止日軍南下的戰略要塞？！

韓復榘再認為：

為何非要在泰山山脈一帶打遊擊？怎麼可以得到中央支持和部隊後援補

給？！

韓復榘認為：

既然蔣介石多次提出讓他把山東各個銀行的現金攜帶出來，交給中央政府，

山東的經濟民生怎麼辦？軍隊供給怎麼辦？這難道不是中央要放棄山東戰場又

是什麼？！

韓復榘又認為：

他執行了蔣介石的焦土抗戰政策，焚毀了山東各地大大小小的日本企業，配

合焦土抗戰打擊日軍，何錯之有？！

韓復榘再認為：

在山東多地戰場與日軍進行了半年多的大小激戰，在敵強我弱又得不到中央

軍的支持和援助後才進行的戰略撤退，並且立刻致電給蔣介石，向蔣彙報，蔣為

什麼沒有反對和制止他的戰略撤退？！

如此等等，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蔣、韓之間的相互往來電報、蔣介石下達的

軍事命令和韓復榘的立刻執行行為，當然更有蔣介石信任的在韓軍中的監軍蔣伯

誠的為韓復榘軍事行動、尤其是撤退戰略的解釋，全可以充分支持韓復榘的反駁。

這些太多太多的話題、原始檔案和當事人見證材料，無論我們再怎麼陳述，都無

法改變一個歷史事實：

——在蔣介石最需要殺人祭血以振奮民族精神的時候，他選擇了韓復榘！

韓復榘並非歷史傳說的那樣為了保存實力就一槍不發地丟掉了濟南、濟寧、

大汶口等地！他也絕非私下裏與日軍有協議或謀逆！歷史真相究竟如何，讓我們

在利用了中、日兩國最新解密的機密檔案和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努力加以還原，

瞭解韓復榘最真實的歷史和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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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青年時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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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主席時期韓復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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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主席時期韓復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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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夫妻在北京萬安公墓墓地

韓復榘遺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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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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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之孫韓宗喆先生和本書作者在京合影

韓復榘之子、意拳大師韓嗣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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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演練意拳平推試力的韓嗣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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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韓復榘後代家人合影

韓復榘後人撰寫的有關韓復榘的兩部暢銷書：

《我的父親韓復榘》和《韓復榘與西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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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史館保存的韓復榘“題名查詢”檔案 5772 件

臺灣國史館保存的韓復榘“相關查詢”檔案 660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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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檔案館保存的題名“韓復榘”62 件檔案

日本國立檔案館保存的題名“韓復渠（榘）”22 件檔案

日本國立檔案館保存的題名“韓復矩（榘）”20 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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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早期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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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中韓復榘致蔣介石親筆信第一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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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中韓復榘致蔣介石親筆信第二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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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中韓復榘致蔣介石親筆信第三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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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該被遺忘的韓復榘抗日史實

蓋棺而論定，是現實人物進入歷史的重要象徵。但是，有些人物卻蓋棺已久而論定很難。

更多的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歷史時期，被反復地加以重新解釋和演繹，給予了種種褒貶不同的

解釋。這樣一來，對於死者，其實已經無所謂是非功過、或褒或貶；解釋死者，是為了要安

慰和教育生者，是為了實現教育後人“以史為鑒”這一傳統教育意義而來的。儘管在更多的

時候，這一解釋活動和教育活動在本質上其實是離科學而嚴謹的歷史學越來越遠的一種遊戲

和玩弄行為而已。

——韓復榘似乎早已經被蓋棺而論定了。即他不戰而退，喪失了山東戰場！但是歷史真

相是否如此呢？讓我們以原始檔案文獻考察和恢復那個已經被掩蓋了很久的歷史事實！

1930 年 2 月 23 日，劉熙眾致電韓復榘：

日本大倉洋行來，並與二三集團接洽售械事，有意即電示。
①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盡人皆知日商和德商是中國軍火的主要供給商。而且，各個軍

閥的武器彈藥來源主要是日商提供，其次才是德商。面對這一軍火商的主動示好，中國軍人

韓復榘在當年 2月 25 日，立刻回電劉熙眾：

我人民血汗，可惜均送於日本。我軍不敢補充槍械！
②

如此強硬有力而具有民族氣節的答復，充分顯示了韓復榘的反日意識。這件十分重要的

史料和鐵證，長期以來一直被人無視！卻以私通日偽說來長期惡意侮辱韓復榘的軍人風骨和

民族氣節，實在讓人感到無奈和歎息！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派海軍陸戰隊登陸上海。第十九路軍奮起迎戰抵抗，引起了日

軍多次派兵增援。

在強敵入侵後十九軍被迫撤退到江蘇省太倉瀏河鎮一帶。正在這一關鍵時刻，同年 2

月 10 日，是韓復榘在山東前線主動增兵 6000 人，預防日軍來犯，配合了十九路軍保衛上海

的戰鬥。這一歷史記載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190-049。這個時候，

韓復榘絲毫沒有想保存實力，更沒有坐山觀虎鬥！因此，他的民族氣節和軍人風骨不該因為

以後的主動戰略撤退而被掩蓋和無視！

——本書作者仔細審查了韓復榘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表現，不認為 1937 年底前後出現的

主動戰略撤退是逃跑或者是保存實力！

1932 年 7 月 29 日，韓復榘就正式向國民政府提議：

糾合鄂魯晉等組織軍委會抗日。
③

1933 年 2 月 1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通報了日軍在青島登陸並干擾其部隊北上之事
④
。

同時，在該電文中，他特別向蔣介石彙報了日本關東軍派人在煙臺、濟南等地從事軍事情報

活動的事實。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035-037。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035-043。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209-126。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據報日軍將由青島上陸，沿津浦線擾亂阻止我南軍北上》，

編號為 002-020200-00016-0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6%9B%E9%99%86%E6%88%98%E9%98%9F/117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4%BB%93%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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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2月 27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介紹了他正部署對日作戰之事：

已通令我部擔任海防部隊，趕築工事矣。
①

因此，韓復榘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的抗日策略，是和國民政府保持一致的。

韓復榘與蔣介石合影

1936 年 2 月 7 日，方覺慧致電蔣介石：

韓對日採取敷衍方式。對魯境漢奸，決嚴厲制裁。
②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韓復榘雖然對日採取了“敷衍方式”，這一方式也就是蔣介石安排

宋哲元的“虛與委蛇”的對日方針。但是對於境內出現的漢奸，則是採取了“決嚴厲制裁”

的抗日態度。

同年 7月 30 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要求立刻給韓軍補充武器彈藥
③
。

通過梁漱溟的介紹，我們知道 1937 年的 10 月即使在韓復榘準備要戰略撤退之前，他一

直在抗戰前線指揮抗日：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日軍擬攻略山東，已通令職部擔任海防部隊趕築工事》，編

號為 002-020200-00016-076。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468-033。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囑何應欽：分期發足韓復榘所需軍械》，編號為 002-010200-0016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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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三日韓於是將部隊全部由膠濟線高密等地調津浦線，並親去指揮，曾一度

攻入德州，但反被日軍包圍，幾乎被俘。
①

1937 年 1 月 15 日，戴笠再次致電錢大鈞轉蔣中正：

報告韓復榘親函：“願告所部聽曹福林指揮，服從中央。若不從，則定以軍法。”
②

這是韓復榘在山東局勢越來越危機之時，他向中央政府的表態。

1937 年 5 月 22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和他談了準備將山東地區的鹽稅收入用於抗戰

的想法。這是最為基本的戰略經濟部署。該電文原始照片見如下：

蔣介石這裏明確點出：“中央於事先幾經籌畫。乃使決定。良以逢此國難，欲圖復興，

①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44-010104-00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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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集中全國民力、財力，急起直進”
①
，可見，當時蔣介石還是決定在山東地區徵集鹽稅以

提供戰時經濟保障。這也是他看中山東的原因之一。

1937 年 7 月 10 日，韓復榘向蔣致電，彙報了電話線被日軍破壞之事
②
。同年 7月 11 日，

正是七七事變時期，蔣介石接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等人來電，向他彙報了：

日軍向盧溝橋陣地猛攻並強奪盧溝鐵橋，戰至午後六點三十分，槍聲漸稀。

蔣介石回電答復說：

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然後，蔣介石立刻致電韓復榘，向他下達“魯東國防工事，應星夜趕築”的指示
③
。韓

復榘回電立刻執行。同年 7 月 15 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韓復榘，通報他日軍兩個師團正在向

青島和濟南開進，讓他做好迎戰準備
④
。第二天，韓復榘明確答復：“謹將准據部頒作戰計

畫”，進行防禦部署
⑤
。同年 7 月 30 日，蔣介石致電韓，約他速來京面談對敵之策。同年 8

月 8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詢問煙臺、龍口一帶海岸工事的材料是否牢固的問題。同年 8

月 15 日，蔣介石再次來電提醒韓復榘：“日軍日內必在青島煙臺行動，望特加準備”。同

年 9 月 2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注意加強魯北、魯西防禦工事
⑥
。同年 10 月 10 日，蔣介

石再次致電韓復榘，要求“前方部隊退卻無紀律，糾察拿辦”，並且再次勸告他“並請勿再

有辭意”。

這裏特別說明幾點事實真相：

1937 年 7 月 26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說：“倭寇登陸，當拚命一決”
⑦
。

同年 9 月 23 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向他彙報：“據韓復榘云：‘決遵鈞座意旨，抗

日到底’”
⑧
。

同年 11 月 24 日，韓復榘再次致電蔣中正，鄭重其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誓當追隨，

與國家共存亡”
⑨
。

可見，韓復榘的抗日準備和決心十分堅定。

——而且，1937 年 7 月 9日，他向蔣介石正式提出：

對於日本的侵逼，不宜輕起戰端以延長準備時間。且應有一百萬野戰軍及充分給養

方可言戰。但若不得已，則應照既國策正式宣戰。
⑩

他的這一主張和建議絕對是清醒而理智的，而且是個軍事指揮家的戰略部署。最後，他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20200-00033-036。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北平保定等地電話線與平保間軍事交通均被日方破壞》，檔

案編號 002-020300-00001-021。
③
見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260-011。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等：日軍第五與第十師團準備待發，目的地在青島濟南速備》，

檔案編號 002-020300-00001-037。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謹將准據部頒作戰計畫現擬採取方式列呈》，編號為

002-020300-00001-041。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日軍將下濟南，應加強魯北魯西防務構築黃河沿岸工事》，

編號為 002-020300-00008-091。
⑦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589。

⑧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1-196。

⑨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340。

⑩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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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了“但若不得已，則應照既國策正式宣戰”的觀點，是追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軍事部

署的象徵。

1937 年 9 月 30 日，沿津浦線南下的日軍磯穀廉介第十師團一部佔領冀魯交界的桑園

車站，戰火燒到山東的大門口。韓部第 81 師師長展書堂親率由該師第 243 旅第 486 團及師

直屬部隊組成 500 人之奮勇隊，於當年 10 月 1 日夜飽餐酹酒之後，自平原車站以東之任莊

向桑園方向急行軍 30 餘裏，於午夜沖進桑園火車站，與日軍激戰 4 小時，完全控制了火車

站。據 81 師戰報稱：

今（二日）早七時據趙團長廷璧派便衣口述報告如左：該團已於今（二日）早四時

三十分佔領桑園及車站，奪獲火炮三十餘門、鋼甲車一列。
①

當年 10 月 2 日，日軍磯穀師團之一部繞道桑園以西南下，與於莊日軍會合，包圍德州。

是時我德州守軍為運其昌旅長率領之第 81 師第 243 旅第 485 團（團長陳延年）、第 243 旅

直屬部隊及一個重迫擊炮營。展書堂師長率從桑園撤回之第 486 團在德州以東遊擊策應。入

夜，日軍向德州發起猛攻。我守城部隊與敵鏖戰竟夜，擊退日軍進攻。3日晨，日軍全力攻

城，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步兵頻頻發起猛攻。敵軍數次攻到城下，均被我軍擊退。據 81

師戰報稱：

四日晨七時，所獲敵情如次：大約有敵炮兵兩連向城南西北門外約兩千公尺處有敵

重炮一連進入村莊。至午前十一時，敵以飛機、大炮、唐克車掩護步兵向我城牆三面進

攻。小西門戰事尤為劇烈。敵炮射入城內者不下數十發。飛機指揮炮兵射擊我城垣工事

及重兵器之位置，城上守兵傷亡過百。旅之預備隊均已用盡。
②

當時的南京《中央日報》1937 年 10 月 3 日以《津浦路我軍大捷》為題，報導了第三集

團軍夜襲桑園成功的消息。

隨後，日軍又出動飛機轟炸，由 3 架增加到 12 架。當日下午 1時，德州西北隅城牆被

炸開一個大豁口，日軍蜂擁而入。埋伏在豁口兩側之我軍丁營，以輕、重機槍組成交叉火力

網，封殺入城之敵，同時堆積沙袋堵住豁口。下午 4時，德州東北隅城牆亦被炸塌，我城防

再次被突破。第四八五團全體官兵與敵展開巷戰，一直持續到黃昏。此刻我軍官兵子彈大都

告罄，只剩少許手榴彈。至夜十一時，運旅長奉命棄城，命部隊分兩路從南門和東門突圍。

展師長指揮第 486 團在城外接應。運旅長率迫擊炮營突圍成功，在城外第 486 團掩護下，向

淩縣方向撤退，而我第 485 團官兵在突圍過程中，運旅 485 團陣亡團長 1 人，傷亡營長 5

人，連以下軍官 39 人，士兵 1600 餘名。我軍則是：

斃敵五百餘名、戰馬百餘匹，傷者當倍於以上數目。炸毀敵鋼甲車兩輛，炮十數門。
③

據韓部第 74 師戰報：

十月初，本師（欠 440 零團）奉命赴魯北德縣參戰，其時正當友軍南來，寇焰方張

之際。師在德縣二十裏鋪附近與諸兵種連合之敵五千餘名遭遇，激戰竟日，反復肉搏，

斃敵千餘名。然我亦損失慘重，444 團第三營全部犧牲，443 團第二營亦損失過半，無

①
《陸軍第 81師德州戰役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卷宗號：787， 案卷：7360。

②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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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敵一再增援，卒因眾寡不敵，奉命撤至黃河岸南阻敵南犯。相持五日，轉進至平原城

北。是時 444 團奉命調濟南，以兩團兵力與敵激戰經旬，斃敵五百餘名，且戰且退至黎

濟寨、張莊之線。是時二十師之一團加入戰鬥，激戰竟日，撤至禹城北、徒駭河南岸構

築工事，阻敵南犯，相持三十餘日。十一月初旬將河防移交二十師接替，師調長清、平

陰一帶，沿黃河南岸佈防。
①

時任南京大本營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 1937 年 11 月 16 日日記中稱：“濟南黃河橋已炸

斷，向方部隊完全撤回，前後損失九千人。”

對此，呂偉俊《韓復榘傳》一書中，就韓復榘魯北抗戰中的表現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從上述抗戰以來韓復榘的表現來看，總起來說他還是抗戰的，不論其態度是消極或

是積極，他還是堅持打了幾仗。因此一般史書上稱韓“不戰而逃”是不妥當的，也不符

合事實。逃在後，戰在前。至於傳說他想投降當漢奸，就更是無事實根據的。
②

1937 年 11 月 2 日，面對日軍攻佔南京，憤怒的韓復榘，聯合蔣伯誠一起致電蔣介石，

提出：

現為牽制敵軍起見，應取挑戰行動。職已將魯省敵產悉數毀壞。之青島敵產毀壞時

機已到，請鈞座即電沈市長，即日實施毀壞，予敵以打擊。敵必向我進兵，使華北各軍

不斷抗戰，以消耗敵力。

該原始電報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為牽制日本進攻南京，應採取挑戰行為。現已毀壞

山東日產，懇請即電沈鴻烈，毀壞青島日產，予以打擊》，編號為 002-090105-00001-010。

①
《陸軍第七十四師魯省德縣、平原、禹城、長清、肥城各戰役戰鬥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卷

宗號：787。案卷：7360。
②
呂偉俊《韓復榘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3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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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2 月 26 日，韓復榘軍隊在周村一帶激烈抗敵後，最後因為抵禦不住才撤退。

並且韓復榘立刻致電蔣介石說明情況
①
。

該電報原始照片如下：

全文如下：

26 年 12 月 27 日泰安 編號 28755

南昌委員長蔣

密報告：

（一）敵以全力攻擊周村。我 22 師直屬營連死力抵抗。激戰六小時，傷亡奇重！

於有日夜九時撤退。（二）64 旅及 66 旅之一團全部日來犧牲殆盡！中央炮一連及 22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日軍全力攻擊周村，國軍竭力抵抗，於二十五日夜晚撤退”》，

編號為 002-020300-0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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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炮兵營，現令集結萊蕪待命。（四）穀師長現在淄川收容所部。（五）崗山以北之

鐵路已逐段破壞。（六）泰安至明水之汽車道及濟南有利於敵之建築物，亦施行開始破

壞。

謹電稟。

職韓復榘 宥午忝一印。

讀了這封電文，我們徹底知道了韓復榘領導的周村保衛戰之殘酷和激烈程度！首先是“激

戰六小時，傷亡奇重”的戰況！而且，“64 旅及 66 旅之一團全部日來犧牲殆盡”！既然如

此，何談韓復榘為了保存實力而逃跑？！他哪里還有實力可保？！

當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再次致電韓復榘，要求他務必帶兵返回泰安、臨沂一帶，絕對

不可將國土送給日軍，該電文主要內容就是：“第三路軍向方兄所部，務希遵照前令，其主

力須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泰山山脈地區之各縣，以為將來收復失地之根據，萬勿使倭寇垂

手而定全魯也。”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李宗仁：第三路韓復榘部務遵前令其主力分佈於泰

安至臨沂》，檔案編號 002-020300-00010-002。但是，韓復榘顯然沒有立刻執行這一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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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才是蔣介石決定殺韓復榘的致命導火索。在此之前，韓復榘的戰略轉移和撤離

行為均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因為他認為一旦將主力“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則必然

腹背受敵，而且無法取得中央軍隊的支援和給養，等於面臨逐漸死亡、被各個擊破的尷尬

局面。實際上，他早就在以往的電文中和蔣介石說明多次了他的這一想法。可是一直不被

採納。

甚至到了 1937 年 12 月 29 日，韓復榘手下的第 132 團第 3營收復了淄川縣城，他立刻

致電蔣介石，報告喜訊：《韓復榘電蔣中正：約千餘日軍進攻大青山梁營陣地，及一三二

團第三營今早向淄川日軍進攻並占得該縣城等》，該電報原始照片如下：

這件一直到了“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即 2016 年 11 月 10 日才被臺灣方面根據“國

辦文檔字第 1050005267 號函”註銷機密等級、公開解禁的原始檔案，更加證明了韓復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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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存在的抗戰史實！可見，在大陸、在臺灣，維護國民政府的定論、抹殺韓復榘的抗日史

實的現象是一直存在的。

該電報核心內容是說明：

特急！武昌委員長蔣。密報告（1）2849。

敵約千餘名，向我大青山梁營陣地猛攻。該陣地被敵佔領，經我逆襲，當時該陣

地奪回。今早，小嫖山前方發現敵二三百名，襲我 120 團第 2 營。對戰中，敵有向西

活動之樣，即派隊堵之。我 132 團第 3 營於今早二時，向淄川前進襲敵側背。至七時

將縣城佔領。即以一部固守，以大部向石門子前進……
①

這一鐵的事實徹底摧毀了一切強加在韓復榘頭上的種種不抵抗、主動逃跑、不放一槍、

保存實力等誣陷、不實之言。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200-000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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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逃跑還是戰略轉移、保存實力

茅民的《復興記》居然再次偽造歷史，聲稱：

日軍攻下南京城之後，在山東的日軍遂與韓復榘攤牌，但韓復榘仍不願宣佈山東

獨立。於是，山東日軍於12月23日在青城、濟陽之間渡過黃河，韓復榘不戰而退。27

日，日軍進入濟南。31日韓復榘不戰而放棄泰安，次年 1 月 2 日放棄大汶口，5 日再棄

濟寧。
①

請問：誰？哪一天？在哪里？見證人是誰？檔案在哪里？可以證明“在山東的日軍

遂與韓復榘攤牌”？歷史永遠不要戲說！更不可偽造史實！茅民的《復興記》不是想指責

韓復榘暗中通日軍嗎？怎麼這時候反而出現“韓復榘仍不願宣佈山東獨立”的事呢？！

——可見謊言製造者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

再看當事人李宗仁的說法：

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日方既攻下南京，乃強迫韓復榘攤牌，韓氏不肯。敵軍

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青城、濟陽間渡河。二十七日侵入濟南。
②

請問：哪個日軍“強迫韓復榘攤牌”了？韓復榘答復誰了證明“韓氏不肯”？這個

過程李宗仁又是怎麼知道的？如此重大的所謂日軍“強迫韓復榘攤牌”和“韓氏不肯”

的答復，為何沒有任何日方的電報、檔案、檔涉及哪怕幾個字的說明呢？為何在整個山

東全省的日本數百名諜報人員和韓軍中的日軍軍事專家沒有一個人寫哪怕幾個字的彙報

給日本特務機關呢？卻只有李宗仁的神來之筆“日方既攻下南京，乃強迫韓復榘攤牌，

韓氏不肯。敵軍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青城、濟陽間渡河。”

我們再看看臺灣最近新出版的著作張毓中《隨衛蔣介石之特勤人員的回憶錄》一書中

的相關內容：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日軍進攻山東半島。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

司令韓復榘，擁兵自重，在我政府節節失利之際，他有心隔山觀虎鬥，坐收漁人之利，

因此在日軍攻佔華北時，他不但不積極在山東進行佈防備戰，反而在山東進行搜括，

將可帶走的資產，全都運往河南，然後指揮部隊，一路退卻，伺機而動。③

首先這裏所謂的“他不但不積極在山東進行佈防備戰”就云事實完全不符，證據請見下

一章。其次，所謂“在山東進行搜括，將可帶走的資產，全都運往河南”也與事實正相違背！

因為 1937 年 8 月 14 日蔣介石已經向韓復榘下達了立刻“處置現銀”的電令。蔣介石的這一

封電文，這就是事後所謂的韓復榘強搶銀行、搜刮民財等傳聞的真正由來。

這封電報原始照片見如下：

①
見 http://fuxingjimaomin.wix.com/fuxingjimaomin

②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501 頁。

③
見 http://www.ccbc.com.tw/pro_detail.php?book_sn=1686

http://fuxingjimaomin.wix.com/fuxingjima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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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韓復榘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韓復榘將此理解為“焦土抗戰”政策的一個環節

而已。
①
1937 年 12 月 27 日，韓復榘致電陳蔣介石，向他彙報：“今晨敵侵入濟南，我已實

行大破壞”等，可證韓復榘繼續在執行“焦土抗戰”政策。
②

而且，蔣介石的命令不只是這一次！早在 1937 年 7 月 31 日，他就下達了類似的命令！

見該命令如下原始照片：

①
見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261-014。

②
見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26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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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問題上，對於韓復榘的所有“在山東進行搜括，將可帶走的資產，全都運往

河南”的指控顯然全是站不住腳的惡意誹謗和落井下石而已。

當然，這些事肯定離不開戴笠及其軍統局。劉臺平在《追尋真實的戴笠——永遠的戴科

長》一文中，就得意洋洋地陳述：

抗戰初期，山東省主席、軍閥韓復榘為保存實力，經常未經奉准就擅自撤退，造成

黃河一帶重要據點盡失，打亂整體佈局，敵前抗命十分嚴重；當時考慮韓叛跡明顯，可

能率部降日，忌憚之餘不易將之繩之以法。……韓復榘和日本土肥原勾搭的事，戴笠早

已知曉，便策畫召開北方抗日將領會議，奉蔣介石手令，誘捕敵前抗命退兵的韓到案，

祕密迅速押解到漢口軍事法庭審判槍決。
①

全文除了帖標籤沒有任何實際證據可以證實韓復榘通敵！而作者自己也覺得理虧，

就不得不使用了“當時考慮”、“可能”等虛擬語氣。這和古代的“莫須有”指控有何

本質區別？！關於韓復榘是否通日偽的問題，我們已經在本書的第三章“日方對韓復榘

的打算”中給予了詳細的考證和答復。

讓我們看看真實的歷史是怎麼一回事！1937 年 11 月 28 日，根據梁漱溟《七七事變前

後的韓復榘》一文中記載：

我與鄉建同人梁仲華、孫廉泉兩先生，或相偕或分頭，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至十

二月初之間，先後與韓談話多次。……他同意執行一個“三年計畫”（一九三六～一九

三八）。此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兩項工作，將在三年內分期分區在全省推行。所說兩項工

作：（一）地方行政改革--為準備應付敵人（日本）入侵，改組縣以下行政組織，將區

公所改為鄉農學校；鄉農學校為政教合一的單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區公所的行政職權，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訓練農村青壯年，以備自衛。鄉農學校校長要由我們鄉村工作者訓

練後任用。改善縣政府組織，財政預算公開。考慮以縣為單位抗擊敵人入侵，力量單薄，

將全省一百零幾個縣劃分為七個專區，每專區十至七個縣；專區設行政專員公署，為省

①
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7001022-26030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7001022-2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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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下統轄機關；專員兼保安司令。省武裝部隊，戰時可與敵人周旋。……這個“三年

計畫”制定後，一切均按步驟進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即開始執行。先劃定了濟寧、菏

澤、臨沂三個專區。專員一般由鄉村工作人員中選任。如濟寧專區由梁仲華任專員兼保

安司令。進入一九三七年，又劃了幾個專區。
①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軍尚未大舉攻佔山東的時候，當時的韓復榘已經在山東執行了一個

三年計畫”的抗日政策和準備。在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一切不合實際、違反歷史的對韓復

榘的通敵和投降指控應該休矣！什麼“不但不積極在山東進行佈防備戰”，什麼“有心隔山

觀虎鬥，坐收漁人之利”，如此等等，純屬扯蛋！這樣的書，還有臉自稱是“隨衛蔣介石之

特勤人員”？！真讓笑掉大牙！

曾經在韓復榘領導下工作多年的著名哲學家、學者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

一文中記載：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去四川，後經武漢於七月二日七七事變前五天到達北平。那時

北平謠言極多，形勢更為緊張。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於四日到濟南，五日回到鄒平。

兩天後盧溝橋戰火起。又因南京政府為大局問題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約四百人，分批（每

批約四十人）去廬山開談話會，共商國家大計，我與梁仲華均在被邀之列，在鄒平只

停留三天，就折回濟南，準備轉赴廬山。過濟南，我找韓復榘，說韓不在。我就找韓

的秘書長張紹堂，張與韓通了電話。韓要張紹堂和劉書香以韓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一信，

要我順便帶去廬山。信內大致是說韓部下將領有在廬山受訓的，要求蔣儘快讓他們回

來，以做好應戰的準備。再就是向蔣提出補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張在電

話上還轉告韓：“方才收到北平市長秦德純的來電，說局勢趨於緩和，日本人表示願

意妥協，他們也不想擴大事態”等等。韓聽後在電話上笑了，並說“這是日本人的緩

兵之計，想借機調動力量；仗定規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會甘休。”
②

這裏，“這是日本人的緩兵之計，想借機調動力量；仗定規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

不會甘休。”，這一鐵證可以證明韓復榘對中日戰爭有清醒的認識。

梁漱溟，生於 1893 年 10 月 18 日，卒於 1988 年 6 月 23 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

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生於北京，故籍河南開封。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

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同時他還是一

位社會改造實踐家，對推動鄉村建設不遺餘力。1911 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1917 年-1924

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習。1931 年，在韓復榘支持下，他與梁仲華等

人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因此，他和韓復榘有著長期的私

人交往和友情。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

年，蔣介石特委任其為軍事委員會特派員，2 月 1 日離開重慶，10 月 22 日返回。為推動團

結抗戰，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

但是到了 1937 年的八、九月，按照梁漱溟的觀察，韓復榘的積極抗戰態度發生了改變。

改變的原因是：

後來我見到韓時問到他去南京的情況，韓說，他在去南京之前，於七月二十八、

二十九日一連兩個電報，要求蔣各路同時出擊，蔣回電說，他自有主張，自有辦法。

待三十日到南京面向蔣請示機宜，蔣還是不談什麼。他一肚子心事，卻一點也不吐露。

①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②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5%B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B%9F%E6%9C%83%E4%BA%AC%E6%B4%A5%E6%94%A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5%85%83%E5%9F%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93%B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A4%8D%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1%E4%BB%B2%E5%8D%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A1%E6%9D%91%E5%BB%BA%E8%AE%BE%E7%A0%94%E7%A9%B6%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0%E9%AB%98%E5%9B%BD%E9%98%B2%E5%8F%82%E8%AE%AE%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5%8F%82%E6%94%BF%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B%8B%E7%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4%BA%8B%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B9%E6%B4%BE%E5%93%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6%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4%B8%80%E5%BB%BA%E5%9B%BD%E5%90%8C%E5%BF%97%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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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臨走時蔣向我說：“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韓末後說：“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

呢？我是糊裏糊塗去南京，又糊裏糊塗回濟南的。我看蔣介石並無抗日決心。”
①

韓復榘與梁漱溟像

蔣介石的不明朗的態度，讓韓復榘得出了“我看蔣介石並無抗日決心”的結論。此時

此刻，梁漱溟認為：蔣介石的“一肚子心事，卻一點也不吐露”，使得一向狡猾、多變的韓

復榘，開始為自己的實力和地盤問題考慮起來。其實，我們只要公佈一下當時韓復榘的三次

致電蔣介石的電文，就可以知道梁先生的解釋已經背離了韓復榘的行為準則：

1937 年 7 月 26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說：“倭寇登陸，當拚命一決”。（見臺灣國史

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589。）

1937 年 9 月 23 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向他彙報：“據韓復榘云：‘決遵意旨，抗日

到底。’”（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1-196。）

1937 年 11 月 24 日，韓復榘再次致電蔣介石，鄭重其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誓當追

隨，與國家共存亡”。（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340。）

這些原始檔案和韓復榘的抗日準備和決心，顯然是梁先生生前是無法得知的。但是，梁

漱溟的文章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鐵的事實，我們需要特別肯定一點，那就是：

但敵人曾兩次用飛機投書誘降，韓則不曾接受。
②

這就是軍人韓復榘的硬骨頭所在！這些並非傳說，而是有事實根據。1937 年 12 月中，

日軍強大的軍事進攻，逼得韓復榘一再撤退。這時候，日軍和偽軍高層將領再次策動韓復榘，

讓他帶領山東加入“北平臨時政府”。結果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遭到了韓復榘的斷然拒絕！

這一正義的行動立刻深深感動了長期以來奉命監視他的蔣介石的嫡系親信蔣伯誠，他在

1937年 12月 15日致電蔣介石：“向兄接齊燮元電謂：三日內即在平組織‘臨時民國政府’……

①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②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34

請向方兄參加以與日合作。……向方概置不理。”
①

該原始電報照片如下：

這一鐵的事實更家證實了在最危機的關頭，韓復榘並沒有叛變投敵！想想看，這距他

被蔣介石當作祭旗殺掉之日已經屈指可數了！到了現在，蔣介石終於明白了韓復榘的可靠。

真正到了危機關頭，他並沒有為了保存實力而私下配合日軍的所謂“聯省自治政策”。

考察韓復榘的軍事生涯，我們發現，他多次主動戰略轉移或說撤退。

比如，1930 年 3 月 26 日，當韓復榘決定撤退時，蔣則致電何應欽，要他派兵掩護。
②
同

年 3 月 28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命令他快速撤向亳州。
③
同年 4 月 2 日，韓復榘決定戰略

撤退。
④
同年 6 月 24 日，閻錫山部隊由青城渡河後，進攻濟南，韓復榘軍隊在防守無效的情

況下，立刻率部下向膠濟路濰縣一帶撤退，造成了濟南失守。韓復榘再次面臨撤退的選擇時，

蔣介石則致電韓復榘，安排他向泰安方向撤離。
⑤
同年 7月 11 日，當中央軍取得戰場勝利後，

蔣介石立刻命令韓復榘，攻打濟南。
⑥
同年 7月 29 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韓復榘，讓他堅守膠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200-00021-171。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何應欽：令第三師掩護韓復榘部東撤》，編號為 002-070100-00004-031。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速東移亳州》，編號為 002-070100-00004-048。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閻錫山現以六師之眾南犯，韓復榘放棄開封，退魯西》，編號為

116-010107-0054-003。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固守濟南。若不敵則率主力部隊向泰安撤退》，編號為

002-070100-00006-062。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蔣伯誠：曲阜、兗州已解圍，請韓復榘乘機急取濟南》，編號為

002-070100-0000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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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線。
①
這些撤退行為，每一次全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和支援，已經給韓復榘形成了一種模

式：即韓復榘認為是戰略撤退，蔣介石全是認可和支持的。對於韓復榘來說，主動或被動的

軍事撤退是兵家常識，無足輕重。

那麼，韓復榘想撤到哪里呢？是武勝關！

根據史直在《主席韓青天》一文中回憶：

到了十一月底韓復榘的部隊自黃河線撤守的時候中國北方的抗日戰節節失利：太原

和保定區均已陷落，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中國已決定遷都重慶。山東西北部屬大平原，

無險可守，相傳他為保全實力，計畫撤退至湖北與河南省交界處大別山系的武勝關，然

後化整為零，做遊擊式的長期抗戰。由於他一時忽視了中央命令有幹軍法，乃遭不幸的

下場。②

武勝關的隧道及橋樑

武勝關，古稱大隧、直轅、武陽、禮山、武陽關等，到宋代才改名武勝關。它在雞公山

南邊峽谷中最狹窄的一截，攔腰成關，所以又叫隘道，足見其險要。河南和湖北兩地想要連

接，必須得經過這裏。只要這裏一堵，長江南北交通立斷。自古以來它就是連接南北交通的

九大關口之一。蔣介石、韓復榘都知道這裏的重要。這不能不說是軍事家韓復榘的戰略眼光！

又見《陳誠回憶錄》一書記載：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敵雖略有蠢動，但因我戰略誘敵計畫成功，主戰場已經

轉移，敵軍被迫須沿江西犯，故平漢路情況變動不大。敵於進攻南口之際，另以西尾壽

造為第二軍司令，率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第十六師團沿津浦線西側分途南犯。九月

二十四日，滄縣不守，馮家口、泊頭鎮、東光等處曾節節抵抗；十月一日，各部隊向德

縣以東地區撤退；五日，德縣失守，我軍退至老黃河右岸佈防，並以一部在黃河南岸構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膠濟線責任重大艱危，請努力苦撐》，編號為

002-070100-00008-047。
②
見《寰宇古今》，2006 年 5 期。或見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60517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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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事。十月十二日，敵偷渡老黃河向我平原以北陣地攻擊，我韓復榘部撤守徒駭河南

岸。時華北敵軍正以全力竄擾山西，轉用其第十六師團於平漢線，津浦路方面，敵兵力

大減。我統帥部乃令韓復榘部以主力規復德縣，進出滄縣，以牽制敵人。不料韓復榘遲

疑觀望，無意奉行命令，我黃河北岸陣地，全線動搖。韓部於破壞黃河鐵橋後，悉數轉

進南岸，一時與敵成隔河對峙狀態。南京失陷後，華南方面敵軍一部渡江北犯，津浦北

段敵軍亦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渡河南犯，企圖南北夾擊，打通津浦路。韓復榘於敵軍渡河

後，除留第二十師守濟南外，其餘部隊均撤至泰安。二十七日濟南失守，三十一日泰安

繼陷。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二日，韓復榘又放棄大汶口，五日濟寧再陷，韓部均

撤至運河西岸，有開往漢中意圖。當韓在泰安時，統帥部令其依山構工，憑險固守，韓

覆電有云：“首都尚且不守，區區泰安如何守得著？”後又屢次放棄陣地，統帥部責以

守土有責，不可擅離職守，韓答得更妙：“全面抗戰，何分彼此？”泰安既失，青島方

面過於突出，也只好隨之放棄。所以如說山東是韓復給斷送的，不為過也。中央為整飭

紀綱嚴明賞罰，乃於一月二十四日將韓復榘明正典刑，所部第三集團軍改任孫桐萱統率，

士氣為之一振，此一方面之陣線得以暫時穩住。
①

後來韓復榘在山東境內的表現，尤為醜惡，遂使北戰場終抗戰之世，成為一塊死棋。
②

又案，該書記載：

王紹常接任後，即開各縣縣長會議於菏澤中學。決定各縣之自衛隊或民團未奉專員

命令，不得抵抗日軍。王氏接任兩星期後，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在菏澤城內捕獲大批漢

奸，並抄出太陽旗及菏澤政權維持會印鑒，和許多重要信件等。所捕獲之維持會人物，

均系菏澤士紳，當時王專員即急請轉移專員公署審理，被劉汝明拒絕。審問之結果，該

犯供出系王紹常授意組織者，該機關為魯西各縣維持會之總機關，此總機關之負責人，

可與日人直接發生關係，其介紹人為朱經古﹙單縣人，濟南私立齊魯中學校長，日本東

京早稻田大學畢業﹚、趙蓮塘﹙曹縣人，曾任省政府參議及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現住

濟南﹚。自此案發生後，王紹常即托人極力向劉汝明疏通，請其不深究此事，後經省政

府秘書長張紹堂之疏通，此事即以馬虎了之。所捕維持會之人犯，並以釋放。
③

此事並未涉及到韓復榘本人。而王紹常當時還曾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副院長：

梁漱溟氏在周村所辦之實驗區，自得魯主席韓復榘信任後，即在山東急遽的發展。

經梁氏向韓復榘建議，在重要縣區設專員公署，每署轄實驗縣若干縣。菏澤即設為第二

區行政專員公署。第一任專員為王紹常氏﹙菏澤人，舊西北軍系統，平常言行對國民黨

反對甚力，亦為村治派之要人，曾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副院長﹚。
④

難道也要把梁漱溟納入通日偽？顯然，陳氏的回憶錄並非客觀公正。而且，“全面抗戰，

何分彼此”之說，有何不妥？！

反而白崇禧很真實記述了全部會戰經過：

第五戰區司令部檄調駐防濟南之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青島之海軍陸戰隊（沈鴻

①
見《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 年。又見 http://www.anysafer.com/chuanji/25/

②
見《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 年。又見 http://www.anysafer.com/chuanji/25/

③
見《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 年。又見 http://www.anysafer.com/chuanji/25/

④
見《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 年。又見 http://www.anysafer.com/chuanji/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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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與臨沂之第三軍（龐炳勳），守備黃河沿岸與東海沿岸之要地，並自青島調遣於學

忠之第五一軍駐守蚌埠阻止敵人由滁縣北上。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敵軍第十三師團自滁

縣以北向我三十一軍之防地明光、池河等處推進，我軍力量微薄，被迫放棄向西退守定

遠、鳳陽。二月三日，敵人佔領定遠、鳳陽、臨淮關、蚌埠等地，五一軍於學忠被迫自

淮河南岸退守淮河北岸，於是敵乘勢渡淮，五一軍與敵搏鬥後，退至澮河、渦河沿岸。

第五戰區司令部見戰事不利，復調張自忠之五九軍增援於學忠，另以新到之二十一集團

軍廖磊所部第七軍，及韋雲淞之三一軍向定遠一側擊敵人，敵第十三師團之主力側背受

敵，退而增援淮南之戰場。五九軍乘勢收復淮河北岸之陣地。退而旋以津浦北段戰事吃

緊，五九軍奉命北調滕縣，防地由五一軍周守。津浦南段之戰事，因敵被找廖磊集團軍

與李品仙集閉軍牽制，不能北上參加臺兒莊戰事，形成對峙之勢。
①

又見該書記載：

敵人因鑒於戰事之全面性與持久性，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設立大本營，華北

派遺軍遵照大本營之計畫攻略膠濟路、濟南以東之黃河沿岸地區。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敵第二軍之第十師團磯穀廉介因濟南城之黃河橋被炸斷，為執行大本營之命令，

遂在青城，濟陽間渡黃河。二十七口敵下濟南，三十一日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七日，

敵連下蒙陰、鄒縣、濟南、大議口等地。敵所以能長驅直入，與韓復榘之避戰態度有直

接關係。
②

韓復榘以第五戰區副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山東省主席等職，為保全實力，令

所部放棄濟南，擅離作戰地，退至魯西單縣、城武、曹縣一帶，僅留少數部隊於黃河沿

岸與敵相峙。軍委會原有令給各戰區云；“各戰區守土有責，不能退入其他戰區。”待

韓部退出泰安，軍委會復有令給李宗仁與韓復榘，令韓重入泰安並以泰山為根據地指揮

地方團隊打遊擊戰，韓接奉命令後，仍然將公私輟重物品由津浦、隴海路轉平漢路停於

漯河，李宗仁勸其重人泰安，且不可違背軍委會命令擅入第一戰區之防地。韓非但不理，

競復電云，“南京失守，何有於泰安？’又云，“全面抗戰，何分彼此？”言下之意以

為入第一戰區防地為理所當然。李長官見其執迷不悟，將共態度轉報軍委會。蔣委員長

接此報告甚為重視，召集軍委會高級幕僚開會……會前委員長乘各別召見將韓逮捕。
③

甚至，通過白崇禧的記載，我們知道了當時蔣介石決定殺韓復榘前後，馮玉祥並不知道，

也就不存在有些人所謂的馮玉祥見死不救的指控：

韓是瑪玉祥歸部，時馮為軍委會副委員長，馮平日帶兵重視愛國教育，唯韓與之關

系密切，恐其洩漏，故事前並未就捕韓一事與之商量。
④

1937 年 12 月 29 日，蔣伯誠親自致電蔣介石，為韓復榘的戰略轉移放棄濟南而做解釋。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態度曖昧，外界頗多揣測。蔣中正以此為憂。蔣伯誠自泰安

來電為之解釋》，編號為 002-060100-00265-029。因此，這才出現了當年 12 月 31 日，蔣

介石致電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副司令長官韓復榘：

①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 年，124 頁。
②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 年，125 頁。
③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 年，126 頁。
④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 年，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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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路韓復榘所部主力須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泰山山脈各縣，晚考慮傷兵散勇之

處置、遊擊部隊紀律之整飭。
①

從內容看，因為蔣伯誠的解釋，這時侯蔣介石依然對韓復榘充滿信任！然而，如此重大

歷史檔案，臺灣國史館至今依然不解禁，使我們獲知具體內容：

同年 12 月 31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為自己做最後的辯護和解釋：

自日軍渡黃河後，重武器部隊全數參戰，已令穀良民、李漢章等三師分在泰山各山

地抗拒。
②

這是在嚴格執行蔣介石發給他的電文“所部主力須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打遊擊的戰

略部署。歷史就是真實經歷的事實，而不是虛假的理解和編造。在民國史研究中，尤其需要

使用真實的、準確的原始檔案文獻，而如果只是過分相信當事人的口述，只能是將真實的歷

史事實演繹成江湖恩怨的傳奇故事。

進入 1938 年 1 月的韓復榘，他或許意識到了他戰略撤退的錯誤。1 月 1 日，他主動致

電蔣介石，彙報了他的軍隊在青石關、博山、界首、長清、肥城等處與日軍激戰的情況，並

且已下令第二十師等向泗水、寧陽、兗州、濟寧等處警戒
③
。1 月 2 日，他再次致電蔣介石，

向他彙報了自己部下孫、穀兩師在黃河南岸守備佈置及傷亡情形，其到濟寧在運河西部署情

況
④
。但是這兩次電報，蔣介石全置之不理！

——因為蔣介石眼下最需要看到的是他執行了“韓復榘所部主力須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

帶泰山山脈各縣”帶兵去打遊擊的戰略部署！而韓復榘並沒有執行這一軍令！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265-031。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200-00036-109。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青石關、博山、界首、長清、肥城等處與日敵激戰情況，已

令第二十師等向泗水、寧陽、兗州、濟寧等處警戒》，編號為 002-090200-00037-038。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孫、穀兩師在黃河南岸守備佈置及傷亡情形，其到濟寧在運

河西部署，擬堅強抵抗》，編號為 002-090200-0003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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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方對韓復榘的打算

我們覺得，有必要詳細考察和以事實說明當時日方對韓復榘的真實想法。

有證據表明，日軍方的確曾設想策動韓復榘脫離中央政權管轄，希望山東省設立偽自治

政權。但是，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韓復榘準備回應或者支持日方的這一打算。郭廷

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8 年 1 月 24 日》一書中主張的：

傳韓與日人有勾結，謀退漢中反抗中央
①
。

此說連他自己也知道實為缺乏證據之猜測而已。

更有甚者，天方夜談般的描述：

當時，日軍已佔領平、津，正沿津浦線南下。韓復榘的代表曾與日軍指揮官秘密

接觸，日方要他宣佈山東獨立，而他只是希望日軍不犯魯境，以利其保存實力，這樣雙

方沒有談攏。但日方仍期待韓復榘妥協，因此遲遲未渡黃河。
②

這樣任意指控而不提供任何證據的文章和文學作品，多如牛毛！足可以想見被殺後的韓

復榘背上了怎麼樣的黑鍋！我們有必要使用真實的歷史檔案，還原這一歷史真相。特別是誰

在背後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多疑心理，利用一切機會舉報、抹黑、猜疑韓復榘？本章中，我們

盡可能的只公佈事實而儘量不公布舉報者姓名（我們使用從英文字母順序來表示舉報者）。

儘管這些舉報者並非中統或軍統的小特務，而是重量級人物。我們只想從事真實的歷史研究，

不想結怨江湖。

日本軍方和外務省要人多次跑到濟南約見韓復榘，策動他加盟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

動”卻是事實。這集中出現在 1934 年至 1937 年的三年間。但是，其結局卻是以失敗而告終。

在這期間，比較重要級人物向蔣介石舉報韓復榘的有如下兩次：

1934 年 1 月 5 日，蔣介石接到 A 舉報：

請防韓復榘將於華北各省實行聯省自治，及可否以張學良牽制魯晉兩省
③
。

同年 8月 22 日，蔣介石接到 B 舉報：

據報：日參謀本部派二千人探中國軍情，及日方酒井隆前往濟南，與馮玉祥、韓復

榘接洽反動行動。
④

一年之中，先後有 A、B 兩位重量級人物秘密舉報韓復榘，無疑加重了蔣介石對韓復榘

的猜疑和戒備心理。但是，根據《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一文中記載：

①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8頁。

②
茅民《復興記》第四章，見 http://fuxingjimaomin.wix.com/fuxingjimaomin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143-054。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175-068。

http://fuxingjimaomin.wix.com/fuxingjima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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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後，日本幾次誘使他參加“華北自治”時，他怕被人罵作“漢奸”，而不

肯幹。日本駐濟領事怕他“蠻幹”（一次，日領事邀他“赴宴”，他調炮隊巡守在使館

外），也不敢過分脅迫他。
①

這一觀點是有可取之處的。即：連日本人當時也不敢過分逼迫韓復榘加盟“華北自治”。

根據檔案記載，我們可以發現，日本軍方和外務省要人策動韓復榘先後共有十次，我們

依次說明如下：

第一次，1934 年 11 月 17 日，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從天津來到濟南，約見韓復榘。

有吉明，生於 1876 年 4 月 15 日，卒於 1937 年 6 月 25 日。日本駐中華民國第一位大使。

他 1899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今一橋大學），考入日本外務省，先後在日本駐韓國

和英國大使館工作。1909 年，他出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1935 年，他出任日本駐中華民國

大使。他是個職業外交官，沒有從軍的經歷和軍方背景。

有吉明像

關於這次約見，有吉明事後沒有按照慣例向外務省撰寫任何彙報。可見這應該是一次不

成功的約見。當年的 11 月 9 日，日本駐華使館的代理公使服部，發給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

廣田的第 274 號密電
②
第 2、3款特別說明：

蔣介石對閻錫山和韓復榘採取了離間的戰術，馮玉祥為此勸說韓復榘繼續歸順閻錫

山，而韓則不為所動。

因此，在 1934 年 11 月 17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有吉

明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第二次，1935 年 11 月 12 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從天津來到濟南，約見訪韓

復榘。這次約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5 年 11 月 12 日》一書中主張：

①
《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中華書局，1978 年，246 頁。

②
該檔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保存，編號為 B02031827700。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76%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4%E6%9C%8815%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37%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6%E6%9C%8825%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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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軍司令多田駿到濟南，訪韓復榘（策動華北自治）。
①

我們不知道這一觀點的史料證據出自何處？

多田駿，生於 1882 年 2 月 24 日，卒於 1948 年 12 月 16 日。日本陸軍大將。1903 年，

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7 年，他應北洋政府約請，出任中華民國陸軍大學教師。

1932 年，他晉升少將。1935 年 8 月，他出任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1936 年，他晉升中將。

1937 年，他出任陸軍大學校長。1941 年，他晉升大將。

多田駿像

1945 年，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但是，他是唯一的一個被遠東國際軍

事法庭審查後宣佈無罪釋放的人。因為他出示了全部證據證明在全面侵華和南京大屠殺事件

等政策和問題上，他和日本陸軍省、和日本天皇意見相左。在天皇多次勸說下，他不得不以

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名義簽字，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命令。他洗刷了他自己，也證明了日本天

皇對於侵華戰爭具有實際的戰爭責任！可惜當時的遠東軍事法庭放過了對日本天皇的追責！

當年的昭和 10 年至 13 年《支那事局報綴》
②
中，日本陸軍省收到的這份報告中重點介

紹了“北支各將領の態度”，即：華北地區各個軍事將領對蔣介石政權的態度。顯然，這應

該就是多田駿四處約見華北各個軍事將領得出的調查結果。這份報告中肯定了韓復榘是華北

地區軍事實權派之一、又是馮玉祥的心腹、和宋哲元保持步調一致等內容。但是，在《南京

政府の北支自治切崩し工作》
③
檔中，則中華民國國防部副總參謀長熊斌代表蔣介石表達了

對宋哲元、韓復榘二人可能參與華北自治運動的不滿和擔憂。可能這就是郭廷以《中華民國

史事日記•1938 年 1 月 24 日》一書中主張的一個佐證吧？

蔣介石對他有十分精彩的刻畫：

1935 年 9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記載：

倭寇多田宣言，詈罵詆毀，對我黨國誣衊極矣。其政府又聲明取消此種蠻橫威逼。

倭情上下既背離，內外又矛盾，其亂亡將不旋踵而至。惟國人識淺，魯韓態度可慮耳，

華北偽組織醞釀，其必出現乎。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書：

①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525 頁。

②
該檔在日本防務省防務研究所保存，編號為 C11110596600。

③
該檔在日本防務省防務研究所保存，編號為 C111105968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C%E4%B8%9C%E5%9B%BD%E9%99%85%E5%86%9B%E4%BA%8B%E6%B3%95%E5%B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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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日本派駐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於九月二十四日招待日本記者，發表聲明，

狂言：“為自華北排除阻礙此地區成為‘日、中、滿共存基礎之明朗化’之國民黨與蔣

政權，仍將不得不行使武力。”同時，並分發小冊，題曰：《北支（華北）基礎觀念》，

主張使華北成為日本實施對華“經濟提攜”之特殊地帶，其意即欲利用“自治運動”，

使華北置於脫離中央情勢之下，以達成其分割我華北之陰謀也。
①

這裏，蔣介石表達了“魯韓態度可慮耳”，顯然是對韓復榘的不放心。蔣介石甚至在當

年 10 月 8 日在西安接見山東代表沈某時，公開表示希望沈某向韓復榘轉告蔣介石的話：“勸

韓復榘以大義與利害”。
②
這一時期，他甚至極力想將韓軍全體換防到江西，去攻打蘇區，

以免除他對韓復榘的擔憂。

其實，多田駿主張：華北經濟圈應該獨立，相應的，華北五省也該加強軍事合作並驅逐

反日分子。和武力侵華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分割中國。他鼓吹華北地區成立多個自治政府，

以便使日本從中獲得最大利益。因此，他遭到了蔣介石的痛斥。

因此，在 1935 年 11 月 12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多田

駿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就在此時間前後，1935 年 7 月 24 日，蔣介石再次接到重量級人物 C 舉報：

綜合情報：日方醞釀華北新組織，並運用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

閻（錫山）亦思自成局面。日方有在閩浙沿海及京滬一帶搗亂企圖，操縱上海金融，妨

害我方經濟活動。

蔣中正已經知悉此事，答復是“復查”二字。
③
幾個月後的 10 月 15 日，另一位重量級

人物 D向蔣介石舉報：

商主席啟予派員到汴，據稱“日人極力提倡‘華北聯省自治’，主張推倒委座，推

出曹錕主政。……韓復榘為保全個人利益，深恐自治成功、於己不利，故極力與閻（錫

山）聯絡”。
④

這裏舉報信中使用了當時的河北省主席商震的話，揭示了當時日軍積極策動“華北聯省

自治”以分裂中國的歷史事實。但是，舉報信中卻透露出這樣一個事實，即：韓復榘當時根

本沒有自治之心！原因是韓復榘以為“自治成功、於己不利”。可見當時韓復榘的保全山東

地盤、保存實力之想法。

而且，1935 年 11 月 19 日，當時的河北省主席商震主動向蔣介石彙報：

對方曾聲明三點：不侵犯中國領土、內政、主權；此項組織將名為“華北防共自治

委員會”，現俟魯主席、冀主席及各關係省市當局及代表在平或津一度會商，即可決定。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商震電蔣中正：曰蕭振瀛發表談話以日方曾聲明不侵略中國、

①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103-008。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240-037。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200-0001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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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侵犯中國主權，組織名為‘中華民國華北防共自治委員會’，俟韓復榘

及商震等會商即可決定》，檔案編號 002-080103-00020-128。商震顯然是主動彙報，以避

免被蔣介石猜疑和查問時顯得尷尬。主動彙報是證明自己清白的最佳方法。

第三次，1935 年 11 月 22 日，日軍大將松井石根攜帶日本駐華領事館武官花穀等人從

瀋陽來到濟南，約見韓復榘。這次和十天前的約見，全是軍方高層親自出馬，而且十天之內，

連續約見，暴露了日本軍方的急躁情緒和重視態度。

松井石根，生於 1878 年 7 月 27 日，卒於 1948 年 12 月 23 日。1897 年，他畢業於日本

陸軍士官學校。1907 年開始，被日本陸軍省派駐北京和上海。1923 年，他晉升少將。1927

年，他晉升中將。1933 年，他晉升大將。1937 年，他出任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

松井石根像

1945 年，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因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而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948 年 12 月 23 日被執行絞刑。多田駿來約見韓復榘只是

中將，而松井石根則是大將。已經是日軍在華最高軍事將領了，足見日方對策動韓復榘下了

十足的籌碼和決心。

因此，在 1935 年 11 月 22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松井

石根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

結”。

1935 年 11 月 22 日當晚，蔣介石接到了來自山東省青島市的重量級人物 E 秘密舉報電

文：

據確報：“花穀武官於昨日離濟，臨行時與韓晤談，韓表示：‘本人為地方疆吏，

責在捍衛地方，至外交事，故應由中央辦理。’花穀謂：‘山東與日人相處素洽，將來

中日間縱有事變，日本決不糜爛山東。想貴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云云”
①
。

韓復榘的態度十分明確，他不想聯省自治，他認為這屬於外交事務，聯省自治不是他的

權力範圍。“本人為地方疆吏，責在捍衛地方，至外交事，故應由中央辦理”這句外交辭令，

十分得體。可見韓復榘答復的如此機智和聰明。但是這封舉報密電則顯然有將日人的答復強

加給韓復榘頭上的嫌疑：製造一個韓復榘準備“不與日軍為難”的假像。此人的陰險用心由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0。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7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7%E6%9C%8827%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4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3%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C%E4%B8%9C%E5%9B%BD%E9%99%85%E5%86%9B%E4%BA%8B%E6%B3%95%E5%B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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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

花穀的“想貴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這樣的一句話到了第二天 11 月 23 日另一位重

量級人物 F的舉報電文中，就已經演變成了“韓允將來不打日本”——花穀的話，變成了韓

復榘的話！而舉報者說：這是他從其下屬、也是重量級人物 G 在 1935 年 11 月 22 日當晚寫

給他的報告中摘錄而成的。這個舉報的最核心點就是：

花穀自言所得的結果即“山東不參加華北自治運動，但韓允許將來亦不打日本。”
①

而根據前面引用的 1935 年 11 月 22 日蔣介石得到的來自山東省青島市的重量級人物 E

秘密舉報電文之內容，我們知道：“韓允許將來亦不打日本”這個承諾，並非出自韓復榘，

而是出自花穀當時自己的要求：

花穀謂：“山東與日人相處素洽，將來中日間縱有事變，日本決不糜爛山東。想貴

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

如此重大的 1935 年 11 月 22 日曆史談話，卻在當天晚上就被 E、F、G 等多個重量級人

物舉報者錯誤理解和舉報、傳播！好在還有一個現場證明人、一直替蔣介石監視韓復榘的言

行的重量級人物 E 的存在及其當晚的致蔣介石的秘密電文可以證明事實真相！“將來亦不打

日本”並非是“韓允許”，而是“花穀自言”。重量級人物 E 的秘密電文證明了 F、G 舉報

信的錯誤。

但是，就在這封歪曲事實的重量級人物 F 自稱“摘錄”其下屬、也是重量級人物 G 在

1935 年 11 月 22 日當晚寫給他的報告，我們還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

花穀在平運動未成，回津後即改為“三省防共自治”字樣，復來濟，要求韓主席參

加。韓即拒絕。往返商談四日之久。最後花穀大怒，聲言“如不允，其要求當以四十架

飛機炸濟南”。言語之間，幾至用武。韓始終以淡笑對之。並云：“我是武人，外交事

請你們找中央去。你們這個辦法，是像發瘋。”
②

在這封本來是要舉報韓復榘“韓允許將來亦不打日本”的秘密電文中，卻也真實記載了

韓復榘的冷靜、理智和民族氣節還有日本軍官的狂妄！最後，這封舉報電文還記載了韓復榘

的真實對日態度：

如中央對日開戰，他決願幹。但如零星對付，恐其不願輕於犧牲。
③

這裏，韓復榘將國家、民族大義和個人利益、山東利益明白地交代出來。即：他一定回

應國家和中央的對日宣戰決策和命令，但是他不想用山東地盤和他個人的軍隊去零星的對抗

日軍做無畏的犧牲。顯然，他是在向蔣介石和中央軍要政策、要行動指南。我們知道，梁漱

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一文中曾經揭示：

後來我見到韓時問到他去南京的情況，韓說，他在去南京之前，於七月二十八、

二十九日一連兩個電報，要求蔣各路同時出擊，蔣回電說，他自有主張，自有辦法。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2。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2。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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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三十日到南京面向蔣請示機宜，蔣還是不談什麼。他一肚子心事，卻一點也不吐露。

待臨走時蔣向我說：“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韓末後說：“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

呢？我是糊裏糊塗去南京，又糊裏糊塗回濟南的。我看蔣介石並無抗日決心。”
①

蔣介石的不明朗的態度，讓韓復榘得出了“我看蔣介石並無抗日決心”的結論。因此，

他才說出了“如零星對付，恐其不願輕於犧牲”這樣的話。

就在幾天前，1935 年 11 月 18 日，蔣介石曾接到了一個重量級人物 H 的舉報：

聞花穀武官亦於同日乘飛機到濟。韓（復榘）已啟其所部師長五人齊聚濟垣。聞會

形勢甚為緊張。……烈與韓（復榘）晤談。據稱“花穀武官又代表南大將來濟，仍欲其

加入聯合防共委員會，促會於號日赴平津，與宋、商共同主持一切。渠甚感應付困難”

等語。烈即就公私各方面示以大義，曉以利害，渠甚感動。但仍謂“濟南，後方運輸困

難，中央援軍又無確實把握。一旦有事，誠恐進退失據。”……渠又謂“數月來日人希

望甚殷，倘我方長此敷衍，仍無具體辦法，陽曆年底平、津方面終不免醸成巨變。屆時，

政府如置平、津於不顧，則山東亦當受其影響。”……渠始謂“本人據此環境，不得不

力與敷衍，但決不聽日人之言。前往平、津，並不與其簽任何協定，請為放心”等語，

其言語、態度似非虛偽。
②

緊接著在 1935 年 11 月 20 日，當時的一個重量級人物 I 曾經秘密致電蔣介石：

關於華北宣佈自治事，土肥原同意“暫緩一星期再行討論”等語。……石野主張“將

來華北實行自治，青島市應歸屬於魯，由韓（復榘）派人主持此間”
③
。

顯然，這兩封電報是前後呼應，通知蔣介石，高度懷疑韓復榘已經私下裏和日本軍方達

成了協議。

與此同時，1935 年 11 月 18 日，重量級人物 J 曾致電孔祥熙，孔則轉蔣一閱：

此間關於組織問題（自治），有“尚待向方來此商洽”之說。但向方意見，尚無所

聞。特聞。頃接中央平行來電稱：“聞此間當局因自維定力不堪逼迫，有決定採取聯省

自治說，馬日前後即可宣佈”等語，“市面仍照常”等語。
④

第四次，1936 年 1 月 12 日，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陸軍少將板垣征四郎，從瀋陽來到

濟南，約見韓復榘。這次距離上次才僅僅是一個半月左右！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

居然親自出馬了。

板垣征四郎，生於 1885 年 1 月 21 日，卒於 1948 年 12 月 23 日。1904 年，他畢業於日

本陸軍士官學校。1917 年，他被日本陸軍省派駐昆明。1924 年，他被派遣到北京。1932 年，

他晉升為少將。1936 年 4 月，他晉升為中將。1939 年，他晉升為日本陸軍省大臣。1941 年，

他晉升為大將。

①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24。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200-00016-063。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459-067。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85%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E6%9C%8821%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4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3%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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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像

1945 年，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1948 年 12 月 23 日被執行絞刑。

因此，在 1936 年 1 月 12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板垣征

四郎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

結”。

但是，這次來訪，蔣介石已經得知。1936 年 1 月 14 日，蔣介石召開行政會議，介紹了

“日關東軍參謀長阪垣征四郎、偽外次大橋等濟訪韓復榘”之事。顯然應該就是另一個重量

級人物 K 的密報。
①

第五次，1936 年 3 月 4 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中將從天津來到濟南，約見

韓復榘。

土肥原賢二，生於 1883 年 8 月 8 日，卒於 1948 年 12 月 23 日。1904 年，他畢業於日本

陸軍士官學校。1920 年，他被派遣到中國。1931 年，他出任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1932

年，他晉升為少將。1936 年 3 月，他晉升為中將。1941 年 4 月，他晉升為大將。

土肥原賢二像

1945 年，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1948 年 12 月 23 日被執行絞刑。毫無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107-0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C%E4%B8%9C%E5%9B%BD%E9%99%85%E5%86%9B%E4%BA%8B%E6%B3%95%E5%BA%AD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83%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8%E6%9C%888%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4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3%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C%E4%B8%9C%E5%9B%BD%E9%99%85%E5%86%9B%E4%BA%8B%E6%B3%95%E5%B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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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他是日本駐華最大特務頭子。他出面約見韓復榘，應該是最後決策人出馬的勸說了。

作為日軍駐華最高軍事將領和特務頭子，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這三人，

不需要再給誰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大臣撰寫密報。他們就是對華問題的最高、最後決策人。

為此，杜林在《梁漱溟韓復榘的合作與衝突》一文中分析：

1935 年 10 月是“華北五省三市自治”醞釀最緊迫的時候，華北局勢之惡化達於極

點。這時，梁先生……10 月 17 日路過南京時聽到此事，他立即返魯。為決定山東的進

退必先探明韓復榘的態度。於是梁漱溟、梁仲華、孫廉泉三人在 10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之間，頻頻與韓復榘接觸，韓當時表示堅決拒絕敵人的脅迫，日本關東軍參謀曾多次飛

濟南脅迫韓復榘同赴平津開會，而他堅持不去。因此，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一手策劃的

“華北五省三市自治”陰謀隨之破產。
①

可見，當時的策反活動並沒有產生任何結果。“韓當時表示堅決拒絕敵人的脅迫，日本

關東軍參謀曾多次飛濟南脅迫韓復榘同赴平津開會，而他堅持不去。”

因此，在 1936 年 3 月 4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土肥原

賢良二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

勾結”。

但是，關於韓復榘秘密接受了土肥原賢二的自治策動的相關舉報、抹黑和猜疑一直不絕。

早在 1934 年 4 月 16 日，蔣介石曾接到重量級人物 L舉報，電文中說：

據北平電謂：“土肥原賢二與韓復榘密談華北局勢，積極聯絡東北海軍將領，並企

圖探取我軍事消息。及計畫扶植劉桂堂，俾於華北變動時伸長其勢力。”
②

第六次，1936 年 6 月 17 日，日本外務省東亞事務局局長、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

日本駐濟南領事西田耕一從天津來到濟南，約見韓復榘。

桑島主計，生於 1884 年 3 月 4 日，卒於 1958 年 9 月 24 日。1906 年，他畢業於早稻田

大學。1908 年，他考入日本外務省。1912 年，他被派遣來華。但是，1937 年，他被日本外

務省調到荷蘭任公使。日本職業外交官。

韓復榘知宴無好宴，事先帶上手槍，並吩咐參謀長劉書香：“把十五生的重迫擊炮拉來，

我若中午 12 點不回來，你們就往領事館裏打炮，不要管我。”飲宴間，日人果然又提出“華

北五省自治”方案。韓復榘顧左右而言它，大打“太極”。領事館武官石野失去耐心，徒然

動粗：

出手槍，置案上，曰：“所議請一言！”韓笑曰：“我來時誡我部下，至午不歸暑，

即我死矣，汝等即將境內脅我之人盡殺之。”既視手錶，曰：“時將至矣，舉酒痛飲，

遂罷。”
③

是時，劉參謀長已將幾門重迫擊炮用卡車運來，圍著領事館轉了幾圈。日人見韓復榘已

下魚死網破之決心，只得草草收場。

①
《炎黃春秋》，2002 年 10 期，66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160-089。

③
趙新儒《樂陵宋上將明軒事略》，《宋上將哲元將軍遺集》，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年，5頁。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84%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3%E6%9C%884%E6%97%A5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5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9%E6%9C%8824%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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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西田耕一，1928 年 2 月至 1936 年，就任日本駐濟南總領事。應該是此事後不久就

被調離濟南。

因此，在 1936 年 6 月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桑島主計、

西田耕一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

有勾結”。

這一時間前後，蔣介石也得到了桑島主計、西田耕一來濟南見韓復榘的秘密情報。於是，

他多次致電秘密舉報人、重量級人物 M，詢問韓復榘的情況，特別是韓復榘是否北上和宋哲

元會面。見：1936 年 6 月 18 日《詢以韓復榘是否赴津於十八日與宋哲元會商》，見臺灣國

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266-079。1936 年 6 月 20 日《詢宋哲元在山東與韓復

榘會商詳情》，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266-093。這些電報更暴露

和證實了秘密舉報人、重量級人物 M 奉命對韓復榘進行監視的歷史事實。

第七次，1936 年 8 月 25 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從天津來到濟南，約見韓復榘。

川越茂，生於 1881 年 1 月 14 日，卒於 1969 年 12 月 10 日。1908 年，他畢業於東京帝

國大學。1912 年，他考入日本外務省。1925 年，他轉任日本駐吉林總領事。1936 年 5 月，

他出任日本駐華大使。職業外交官。

因此，在 1936 年 8 月 25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川越茂

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第八次，1936 年 11 月 11 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來到濟南，約見韓復

榘。

橋本群，生於 1886 年 10 月 23 日，卒於 1963 年 12 月 10 日。1908 年，他畢業於日本

陸軍士官學校。1936 年，他晉升少將。同年 8 月，他轉任日本華北駐屯軍北參謀長。1939

年 3 月，他晉升為中將。

因此，在 1936 年 11 月 11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橋本

群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第九次，日本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約請韓復榘來北平面談。

1937 年初，日本駐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派花穀正大佐飛到濟南，面邀韓

復榘赴平參加所謂“自治”問題會談，並以“五省（冀魯晉察綏）三市（平津青）自治”頭

領為餌。

花穀正，生於 1894 年 1 月 5 日，卒於 1957 年 8 月 28 日。他 1914 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

官學校第 26 期。1922 年，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然後來華，在鄭州就任日本駐華軍事特

別研究員。1929 年開始，他出任陸軍少佐。1933 年 8 月轉任日本駐濟南領事館武官。1937

年以後，他晉升為陸軍大佐。1940 年，他晉升為陸軍少將。1943 年，他晉升為陸軍中將。

然後，他被調往緬甸。

花穀正自詡與韓復榘“私交甚厚”，行前曾向田代皖一郎司令官誇下海口，保證不虛此

行。由於華北局勢極度緊張，一觸即發，韓復榘已無任何迴旋餘地，到了非攤牌不可的地步。

會談中，韓復榘一改過去敷衍曖昧態度，斷然拒絕參與“自治”，且不留任何餘地。花穀無

地自容，惱羞成怒，竟解衣拔刀，欲當韓復榘面剖腹自殺。幸韓復榘的日語翻譯朱經古及時

阻攔而未遂。會談不歡而散。
①

①
見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 37輯，221 頁。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881%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69%E5%B9%B4
http://www.weblio.jp/content/1886%E5%B9%B4
http://www.weblio.jp/content/10%E6%9C%8823%E6%97%A5
http://www.weblio.jp/content/1963%E5%B9%B4
http://www.weblio.jp/content/12%E6%9C%8810%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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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穀正

因此，在 1937 年初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花穀正相關電

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第十次，1937 年 3 月 22 日，日本使館武官喜多誠一到濟南拜訪韓復榘。

喜多誠一，生於 1886 年 12 月 20 日，卒於 1947 年 8 月 7 日。1907 年，他畢業於日本

陸軍士官學校。1910 年以後絕大多數時間派遣在中國。1936 年 3 月，他晉升為少將和大使

館武官。1939 年，他晉升為陸軍中將。1945 年，他晉升為陸軍大將。二戰後被蘇軍拘捕，

死在西伯利亞。

因此，在 1937 年 3 月 22 日前後，查遍日本軍方和外務省各個檔案館保存的有關喜多誠

一相關電文、奏報、日記、書信等各類檔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復榘“與日人有勾結”。

可見，當時一定是出現了什麼重大的內幕，才使日本軍方和外交方一致認可需要加緊對

韓復榘的策反工作。經過我反復多次審查這幾年日本軍方、外交方對韓復榘和山東的相關記

載和密報，我相信我找到了原因。即：1935 年 10 月 8 日，當時的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

吉郎，寫給日本外務省的一份密報中，這樣描述了韓復榘：

最近出現了以韓復榘為首，宋哲元、商震、閻錫山、傅作義、秦德純等人結成了一

個對日本誠心合作、相互提攜為宗旨的華北特殊群體。

這份密報至今保存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編號是 B02030151200。這應該是當

時日本軍方和外交方短時間內派出多名最高層人員約見韓復榘的根本原因！這也應該是引起

了蔣介石對韓復榘等人產生懷疑的核心原因。

該電報原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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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10 月 8 日須磨彌吉郎寫給日本外務省的密報及其局部特寫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但是，密報的內容並不足以對韓復榘產生致命影響。因為這裏面還談到了宋哲元、商震、

閻錫山、傅作義、秦德純等人。事實證明，這些人除秦德純之外，沒有人真正出現那個“對

日本誠心合作、相互提攜為宗旨的華北特殊群體”。但是，正是這分異想天開的密報，給日

軍高層將領和外交官瞬間增加了火花！他們以為山東也將出現一個上接東北、下連華北的自

治政府！從而徹底實現了分裂和瓦解長江以北中國的終極目的。這也正是蔣介石的中央政權

所擔心和憂慮的！也是上述從 A到 M的十幾個重量級人物的先後多次向蔣介石的舉報，加重

了蔣介石對韓復榘的猜疑心理，因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留下了“致慮”的記載。

可以發現，193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證韓復榘曾經接受了日本軍

方的勸說、想要獨立自治！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韓復榘一點也不糊塗、不含糊。1936

年 10 月 28 日《馮玉祥日記》中明確肯定了韓復榘主持山東的三點成就，第二點就是“對外

之不屈”。這個“對外”的“外”即日本。因此，在韓復榘被殺前後出現的所謂韓復榘私通

日本想要自治的種種傳說和文章、甚至某些著名人士（如李宗仁等）的“回憶錄”和回憶文

章，其內容有不實之詞和造謠中傷的嫌疑，既有記憶錯誤，也有各懷恩怨借機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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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韓復榘訪日引出的問題及其深遠影響

根據 1925 年 9 月 15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下午八點，會圖野俊吉、徐田久晴及日本海軍少佐松室孝良。
①

第二天晚上，再次和松室孝良會面，談中日關係。應該就是在這一天，松室孝良建議馮

玉祥派人訪日，觀看日軍秋操。雖然《馮玉祥日記》這一天只記載了他反感《順天時報》造

謠中日關係。

所謂秋操，指秋季檢閱軍隊操練和軍事演習。

1925 年 9 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十一點，會松室孝良，為派人往日本參觀秋操事。
②

關於松室孝良，日本陸軍大學第 19 期畢業，當時軍銜是騎兵大尉。在華先後任奉天特

務機關承德機關長、多倫機關長和北平機關長、大佐軍銜。1936 年 12 月他晉升為騎兵第 4

旅團長、少將。兼任日本真如親王奉賢良會理事長、馮部軍事顧問。和馮、蔣夢麟、宋哲元

等人保持長期的聯繫。他是當時著名的文化間諜和中國通，又是職業特務和軍人。1937 年，

他寫有專著《支那事態の正しき認識》，日本外交協會出版。1938 年，他寫有專著《支那

及び支那人》，日本東亞研究所出版。

1925 年 10 月 3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午後二點，囑程希賢、韓復榘往日本參觀時，應行注意之事如下：一、表示中日互

助。二、日本對中國有三派：其一謂中國非亡不可；其二謂中國雖不至於亡，但亦無甚

希望。其三則謂中國將來統一以後，前途發展，頗難限量。汝等當與此派接近。三、言

語當謹慎，如與基督教徒談話時，則告以吾等所信者為捨己救人之基督教，絕非強盜式

或買賣式之基督教也。
③

又見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記載：

1925 年 9 月 15 日，日本武官松室孝良面晤馮玉祥，請西北軍派人參加以陸軍總長

吳光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段祺瑞妻弟，段門“四大天王”之一）為首

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日參觀日軍秋操，並訪問東京、仙臺等地。馮決定派韓復榘、程

希賢等前往。

中國軍事代表團主要成員由東北軍和西北軍軍官組成，奉軍首席代表為郭松齡，成

員有高紀毅、劉翼飛等人；西北軍首席代表為韓復榘，成員有程希賢等。
④

1925 年 11 月 6 日《馮玉祥日記》中再次記載：

八點半，韓復榘、程希賢等由日本參觀秋操回，報告日本各種兵之分配及動作，並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05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08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13 頁。

④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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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團結之精神。
①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25 年 11 月 6 日》一書記載：

（2）馮玉祥派往日本觀操之韓復榘、程希賢回抵包頭（韓等在日與奉天派往之郭

松齡曾商洽合力倒張作霖）。
②

具體的問題出現在在日時和郭松齡的意外談話：

10 月 6日，中國軍事代表團啟程東渡扶桑。在東京下榻帝國飯店三樓。

一日深夜，韓復榘已睡下，猝然有人敲門。韓披衣起視，來訪之不速之客竟是奉軍

首席代表郭松齡！（另有一說是，奉軍第十九旅旅長高紀毅代表郭松齡訪韓。）
③

郭松齡像

郭松齡生於 1883 年，卒於 1925 年 12 月 25 日。字茂宸，奉天府（今瀋陽市）深井子鎮

漁樵村人，祖籍山西省汾陽縣。1915 年，他出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戰術教官，而後轉任第

八混成旅旅長。1925 年 11 月，他起兵反奉失敗後，夫婦同時被殺。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8 頁。

②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社，1979 年，942 頁。

③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164 頁。

http://www.wikiwand.com/zh-mo/%E5%A5%89%E5%A4%A9%E5%BA%9C
http://www.wikiwand.com/zh-mo/%E7%80%8B%E9%99%BD%E5%B8%82
http://www.wikiwand.com/zh-mo/%E5%B1%B1%E8%A5%BF%E7%9C%81
http://www.wikiwand.com/zh-mo/%E6%B1%BE%E9%98%B3%E5%8E%BF
http://www.wikiwand.com/zh-mo/%E4%B8%9C%E4%B8%89%E7%9C%81%E9%99%86%E5%86%9B%E8%AE%B2%E6%AD%A6%E5%A0%82
http://www.wikiwand.com/zh-mo/%E5%8F%8D%E5%A5%89%E6%88%98%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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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吳錫祺《馮玉祥、郭松齡聯合反對張作霖的經過》一文的記載：

郭松齡到東京後，有日本參謀本部一位重要官員來防，問他此次來日本觀操是否兼有代

表張作霖與日本國簽約的任務。事後他覺得事出蹊蹺，細心打問，才獲悉張作霖為攻打國民

軍，擬同日本秘密簽約，從日本獲得一大批軍火。此項密約已在奉天談妥，張作霖通知日方，

簽字代表近日將抵達東京。郭松齡認為：連年軍閥混戰，張作霖為了個人利益，不顧一切，

出賣國家。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郭松齡又鄭重請求韓復榘嚴守秘密，並向馮玉祥轉達

他願與國民軍合作的誠意。韓復榘深感茲事重大，表示等自己回去之後，一定將郭松齡的意

思報告馮玉祥，再商量進一步的辦法。
①

於是就出現了 1925 年 11 月 22 日，馮玉祥、郭松齡決定密謀合作的結果：

17 日深夜，郭松齡在醫院召見其三弟郭大鳴及親信秘書李堅白，面授機宜，派他

們前往包頭謁馮。19 日，郭、李二人持郭松齡親擬的密約條款，在馮玉祥駐津代表王

乃模陪同下，前往包頭。

20 日，郭大鳴、李堅白在包頭謁見馮玉祥，出示郭松齡親擬的密約條款，凡 4 條，

大意是：奉張若攻國民軍，郭即倒戈相向，攻打奉張；郭誠意贊助馮開發西北，所部番

號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事成後，郭率部出關，專事開發東北，不

問關內事；擬將直隸、熱河劃歸李景林。馮贊成條款內容，只提出國民軍可在保大及京

漢路駐紮軍隊並自由出入天津港，建議郭部改稱“東北國民軍”為宜。最後雙方達成協

議，馮為甲方，郭為乙方，繕成密約兩份，馮簽字。雙方還約定以“母病癒，已出院”

為發動之隱語。

郭方代表當天走後，馮玉祥命在北京參加“和平會議”的參謀長熊斌立即去天津會

晤郭松齡。馮令宋哲元率騎兵兩師開往多倫，以牽制熱河奉軍。

郭松齡 22 日在密約上簽字。
②

正是在這一天，郭松齡致電閻錫山，表明了要反叛張作霖之事。
③
閻錫山看了頗不相信。

11 月 24 日，馮玉祥致電閻錫山，說明情況
④
。閻錫山依然半信半疑。直到 11 月 26 日，閻

錫山才致電曹步章，確認郭松齡已經開始反叛張作霖。
⑤
11 月 28 日，郭松齡帶隊已經佔領

山海關。
⑥
第二天，郭松齡帶隊進攻奉天。

⑦
11 月 30 日，張作霖派人和日本駐軍簽署密約，

請日軍出兵平叛郭松齡。
⑧
12 月 9 日，日軍第十師團進入奉天。12 月 13 日，日本關東軍阻

止郭松齡軍隊，暗中支持張作霖軍隊反擊郭松齡。這時，閻錫山已經獲悉日軍出兵 18000

人增援張作霖軍隊。
⑨
針對日軍的出面干涉，郭松齡在 12 月 19 日致電日本大使館表示抗議。

但是沒有任何效果。

12 月 27 日，在日軍、奉軍和關內軍隊的聯合夾擊下，郭松齡兵敗，夫妻被殺。
⑩

①
吳錫祺《馮玉祥、郭松齡聯合反對張作霖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 12卷第 35 輯，中國文史出版

社，170 頁。
②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164 頁。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4-085。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079-027。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3-174。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4-106。

⑦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4-109。

⑧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4-125。

⑨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閻錫山電溫壽泉轉王監：先悉日兵一萬八千助張作霖抵抗郭松齡》，編號為

116-010108-0083-035。
⑩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2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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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敗被殺的郭松嶺夫婦像

訪日時為馮玉祥聯繫郭松齡這件事，應該是韓復榘意外辦成的一件對西北軍有利、而對

東北軍不利的事情。這也是後來為韓復榘惹出是非的一次訪日。

1935 年 9 月 24 日，韓復榘因此事再次被人整肅。當天晚上六點，韓復榘來見馮玉祥說

明此事。《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韓向方來，言及秋操事件。
①

這裏並沒有具體記載是如何涉及的此事。但是事隔十年再次被人在這時提起，顯然是目

標直接對準的是韓復榘。他被人看作是挑起東北軍郭松齡反叛事件的幕後黑手。其實，韓復

榘只是意外地成為和馮玉祥之間的聯繫人而已。

但是，這個事件本身對於韓復榘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和影響！

——至今，國內外很多歷史學家並未注意到這一事件對韓復榘的軍事生涯造成的深遠影

響，他們只是簡單地將韓復榘解釋為一個狡猾而注重利益的多變軍閥，從不追問和研究這一

次次多變背後的客觀歷史原因！在我看來，軍人和重要軍事將領的韓復榘，他作為這一事件

的最初聯繫人，親眼目睹了事件的起因和結果，特別是郭松齡強烈的愛國之心和反對軍閥內

戰意識！對一個軍人和軍事將領的韓復榘來帶了巨大的衝擊和震撼。三年後，韓復榘在中原

大戰的關鍵時刻，家中母親病重，已經到了瀕臨死亡的邊緣時刻（一個多月後韓母病逝）。

而軍隊戰士面臨無休止的內戰和長期缺乏給養的尷尬狀況、馮玉祥對他的用而又疑的粗暴家

長作風等等原因，三年前的郭松齡振臂而起反對軍閥內戰、維護祖國統一的形象再次激勵了

他。諸多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促成了他毅然決然地決定：反馮投蔣，歸順中央，以此實現結束

中原大戰的目的！他的這一目的真正的達到了。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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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韓復榘和日本財政大臣的通信

渋沢栄一，生於 1840 年 3 月 16 日，卒於 1931 年 11 月 11 日。他是日本明冶・大正期間

最著名的大實業家。1869 年，他加盟日本新政府。1872 年，他成為日本大藏大臣（相當於

財政部長）。而後從政府退休，轉任日本第一國立銀行總監督、董事長。然後，他為王子制

紙、大阪紡績、東京煤氣等多個近代日本大企業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16 年，

他從日本實業界退休，致力於社會公共事業和國際親善事業。

渋沢栄一像

根據《渋沢栄一伝記資料》第 41 卷 163 頁中的史料記載，1931 年 7 月 14 日，渋沢栄

一致函韓復榘，該信內容如下：

渋沢栄一書翰 控 韓復榘宛昭和六年七月一四日 （渋沢子爵家所蔵）

未だ謦咳に接せす候へとも一書敬呈仕候、就ハ貴國累年戦亂之餘殃先

般遂に曲阜に於ける大聖孔子之霊廟をも大破せしむるに至り候由長大息

に堪へさる所に禦座候、然る処尊臺ハ其復興を以て任とせられ日夜禦盡

瘁あらせられ候由伝承深く感激致居候、誠に夫子之教ハ醇正忠篤にして

東洋道徳之本原ニ有之、獨り貴國のミならす我日本國に於ても二千年來

由りて以て孝弟忠信之美風を長養致來り候ものにて、老生の如きも少年

時代より夫子之教を尊奉し、論語を以て処世之准縄と致居候程に候処、

去る癸亥九月一日之大震災にて江戸幕府以來之唯一之聖堂を烏有に帰せ

しめ候ニ付、老生等知友と相謀りて目下鋭意其復興に相勉め居候次第ニ

候へハ、尊臺刻下之禦努力に対し一入感銘を深くする所に禦座候、何卒

此上とも十分禦戮力、一日も早く完成致し益夫子之遺風を発揚し、以て

http://www.ndl.go.jp/portrait/indexes/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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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之維持思想之善導に資せられ候様偏ニ希望

致候

不宣

昭和六年七月十四日 渋沢

韓復榘殿 （山東省長）

該信原始照片如下：

這封信的中文內容大意是：

就貴國累年受戦亂之餘殃，致使位於曲阜的大聖先師孔子之廟也遭受了

很大程度的破壞，我對此感到非常難過和歎息。您就任以來，為努力復興

文化傳承，日夜操勞而鞠躬盡瘁，我對此深深感激。孔夫子之教實在是醇

正忠篤，是東洋道徳的本原。不單單只是在貴國，而且也是我們日本國二

千年以來延續至今的孝弟忠信之美風，哪怕如老生的我在少年時代就開始

了尊奉孔夫子之教，每時每刻以《論語》作為處世之準繩。癸亥九月一日

發生的關東大地震，使得江戸幕府以來唯一的湯島孔子聖堂，頃刻化為烏

有。老生等聯合友人們正一起計畫著恢復它。現在正是復興孔夫子學說的

最佳時期，我們深深感到您在山東的努力成果，希望儘快實現發揚孔夫子

之遺風，以推廣名教思想。

昭和六年（1931）7 月 14 日致山東省長韓復榘

這裏提到的“所謂”，大概就是指韓在山東對修復孔廟的支持。更具體來說，

1931 年 3 月 23 日，韓復榘向國民政府提出了《曲阜先聖先賢林廟修復申請資助》的議案
①
。

或許，渋沢栄一聽到這一消息後才給韓復榘寫信。

當年 1931 年 8 月 6 日，韓復榘給渋沢栄一回信，該信原始照片如下：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1-0518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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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內容，我加以標點如下：

（韓復榘）書翰 渋沢栄一宛（中華民國二〇年）八月六日

（渋沢子爵家所蔵）

渋沢栄一先生臺鑒：

頃接大函，敬悉閣下尊孔重道，具有同情，至深佩仰！惟曲阜聖廟規

模宏大，雖已募款。興修未敢自信。即日觀成，尚盼教言，時賜俾資佩韋。

專此，布復，順頌時綏。

韓復榘拝復 印

八月六日

2017 年 7 月 1 日，我給日本渋沢史料館去信，我懷疑韓復榘的原始答復可能是使用毛

筆撰寫的，於是要求調閱此信的原件，並希望可以得到這封信函的影本。當年 7 月 6 日，渋

沢史料館答復我如下：

發送時間: 2017年 7月 6日 18:35
收件人: kyotosizumoto@hotmail.com
主題: 【渋沢栄一記念財団】お問合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の度はお問合せ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下記のお問合せを承りました。お問合せの內容によっては、數日以上お時間をいただ

く場合や、お答えできない場合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

這封答復的大意是：

您所詢問的內容，我們需要幾天的時間去查閱原始檔案然後再答復，現在無法回答您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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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渋沢史料館再次答復如下：

發送時間: 2017年 7月 11日 5:50
收件人: kyotosizumoto
抄送: kuwabara@shibusawa.or.jp
主題: Re: 轉發: 【渋沢栄一記念財団】お問合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Dear Mr. Zheng Li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quiry. I am sorry for not replying earlier.
Our curator is now checking if the letter in question is included in the Shibusawa Memorial
Museum collection.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as soon as we found i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understanding and patience.
Best regards,

Ruri Kato (Ms.)
Manage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Cultural Resources Department

Shibusawa Eiichi Memorial Foundation
2-16-1 Nishigahara, Kita-ku

Tokyo 114-0024 Japan

這次回信再次答復我，讓我等待幾日，他們正在查找相關檔案。7 月 26 日，渋沢史料

館第三次答復如下：

Dear Mr. Zheng Liu

Sorry that it took for a while to reply to your message.

Our curator searched the letter in ques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Shibusawa Memorial

Museum collection does not include the original letter.

We are sorry that we cannot answer to your request. I wish you the best of success in you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Best regards,

Ruri Kato (Ms.)
Manage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Cultural Resources Department

Shibusawa Eiichi Memorial Foundation
2-16-1 Nishigahara, Kita-ku

Tokyo 114-0024 Japan

我被告之，他們沒有查找到這封來信的原始毛筆件。顯然，應該是列印的公函。可見，

韓復榘的回信沒有絲毫的個人情感因素介入其中，完全是本著公事公辦的態度，使用列印件

回復。但是，此信已經證明了韓復榘在山東的治理產生的影響已經在日本國內被廣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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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文盲草寇大軍閥還是儒雅書生武狀元

除了侯寶林惡意改變傳統相聲《關公戰秦瓊》以羞辱韓老太爺來達到間接羞辱韓復榘的

效果之外，1949 年以後基本上沒有再出現新的羞辱韓復榘的那些“傳說”。因為，韓復榘

被殺的直接理由盡人皆知是所謂的不抗日、為保存實力而帶兵逃跑……誠如是，則羞辱韓復

榘的活動應該圍繞著這個大是大非的民族問題而出現才顯得國家和民族的正氣、正義！可是，

十分可惜和不解的是：至今傳世的全部有關韓復榘的政治笑話、生活笑話、帶兵笑話等等，

根本沒有任何文字對他的這一最該被指控的罪行給予痛斥和批判！換句話說，所有對韓復榘

的指責、嘲諷和批判，沒有一句話是配合戰時的國民政府對他的罪行指控，卻是一味的集中

在虛構一個大字識不了幾個、張嘴必定是滿口污言穢語的大草包、大土豪、大軍閥的典型惡

霸。

這些羞辱更多的只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人身攻擊而已。也即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標

題黨”而已。歷史一旦被文學戲說，則真實的歷史也就開始走進了被侮辱、被曲解、被無視

的階段了。在中國相當的歷史時期，文學戲說成了正史，客觀助長了“歷史嫖客學”的發達！

歷史學瞬間變成了青樓女子，盡人可夫！文學戲說歷史，最後演繹成民間傳說，真實的歷史

則蕩然無存！韓復榘就是這樣一個被不停地戲說的歷史人物。只是這些有關韓復榘的“傳說”

出於什麼目的呢？是為了配合和證明蔣介石殺韓復榘的正確，還是為了鄙視民國軍隊的無

能？是為了印證和彰顯國民黨的腐敗和腐朽，還是為了自己茶餘飯後得以開心消遣？

我們在揭穿這些“傳說”的虛偽和無聊、甚至無恥之前，先羅列一些主要的“傳說”的

兩個核心要點：

第一，必定要說韓復榘是“行伍出身，認識不了幾個字”，或者客氣一點說他“粗通筆

墨”，或者就開心地轉告一則故事：“他看了電報不太高興了，對副官們說，俺的公務這麼

繁忙，就為了一‘語’呀！副官說：不是一‘語’，是一‘晤’，委員長要見你一面。韓復

榘說，俺一個大老爺們，有啥好看的？”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只要你耐心搜索。

第二，必定要說韓復榘說話不合邏輯。如“開會的人來齊了沒有？看樣子大概是五分之

八啦，來到的就不說咧，沒來的舉手吧！”又如“你們這些烏合之眾是科學科的，化學化的，

都懂七八國的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連中國的英文也不懂。你們是從筆筒裏爬出來的，兄

弟我是從炮筒裏鑽出來的。”再如“十來個人穿著褲衩搶一個球，像什麼樣子？多不雅觀！

明天到我公館再領筆錢，多買幾個球，一人發一個，省得再你爭我搶。”這樣的例子還可以

無限例證下去，只要大家開心。

其實，我們只需要如實介紹一下韓復榘和教育及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通過他的親身成

長經歷就立刻明白了這些“傳說”的荒唐、可笑和無稽、甚至無恥！

先看第一個證據：來自《霸縣新志》的歷史記載。

根據《霸縣新志》記載：

民國二十一年（1932）春，經全縣民眾要求：添設初中。由韓復榘先生捐助建築費。

是年八月公竣。

這是韓復榘為家鄉捐款，建設初中的歷史記錄。這是本書作者所接觸到的第一條關於韓

復榘和教育及傳統文化之關係的相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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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證據：其生母墓誌銘中記載的對子女的相關教育。

《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生子凡六人。噢咻不怠，而教誨必嚴。晨起操作，夜分檢

校，盤匜盤簠，簋筥孅屑，悉備悉慮。暇則課督子女。書筴在前，針紩在右。載譙載紉，口

手交乘。嘗曰：‘貧困不足慮，要當使兒輩奮發，有所建樹，為邦國光，斯不負耳！’……

而復榘遂以軍功顯擢，洊膺河南省政府主席，奉迎板輿至開封就養。……太夫人慈祥愷悌，

老而不衰。常以‘盡忠國事，愛惜民生’為復榘誡。……太夫人於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病

卒，享年七十有二。子復森、復懋、復榘、復彬。”

清代畫家筆下的《孟母三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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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母親對他的教育具有絕大的重要性。因為中國的傳統從先秦時期的孟母三遷，就

奠定了母親的教育行為對子女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韓復榘母親最重要的教育觀點被保留下來，即：“貧困不足慮，要當使兒輩奮發，有所

建樹，為邦國光，斯不負耳”和“盡忠國事，愛惜民生”這兩點母訓。這兩點母訓簡直就是

“精忠報國”的現代版。也是草根階層最佳的勵志語言！

第三個證據：韓復榘本人的書法見證。

中國傳統文化人和民間信仰相信：從一個人的書法可以看出其人的知識水準和學術深

度。我通過韓復榘的題字、題詞、尺牘、法帖四個方面，以事實加以說明。

一、題字

這裏的題字是韓復榘比較著名的顏體題字之一。首先是“裕魯當”題字，這是當時的當

鋪之名，1932 年 6 月 16 日創建。當時的山東省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趙新儒任監督，辛鑄九

為董事長，薛映書為總經理。《濟南大觀》記載：“山東裕魯當，設城內按察司街，系山東

省官典。資本金定國幣三十萬元。以救濟民生為宗旨，以董事會組織法組織之。韓復榘主席

為監督，辛鑄九為董事長，薛映書為經理。每日出當時間，上午七點至午後五點止，中間並

不休息；星期日休息半日；舊曆年，正月初一日休息一日，初二、初三兩日上午照常，下午

休息。節季臨時規定。”

這家當鋪的創建，打破了當時日本當鋪佔據山東全省地盤的局面。“裕魯當”的“裕魯”

兩個字，是“富裕齊魯”的簡稱。這三個字使用顏體正楷書寫，功力深厚，非書法平庸之人

所能寫出。落款時間為“癸酉仲秋”，即 1933 年 10 月 4 日。該當鋪已經開張了一年半之後，

他才給予題字。可見他的慎重。

其次是他給濟南電氣公司新廠房的題字。該公司成立於 1919 年。1934 年，韓復榘指令

山東省政府收購該公司。1935 年春，該公司新廠落成，使用了英國產的 5000 千瓦汽輪發電

機組。為此，韓復榘為此題字。

沒有時間落款。根據我們上述說明，可以知道題字應該出自 1935 年春夏之際。“大放

光明”四個字使用的是隸書。其中，“放”字和“明”字中的豎鉤以筆，他省略了末筆鉤的

寫法，修改為豎筆的中間收筆，形成向下紮入的筆勢，使圓潤的隸書書法中的橫空出現了鋒

利的氣勢。十分難得！而且“明”字的一撇，以尖鋒展開，而不是以圓潤停頓收筆，和前三

個字的一撇格外不同。四個字的隸書，圓潤中蘊涵著鋒芒，間架結構穩中有變，具有強烈的

藝術感染力！充分顯示出作者在隸書上過人的功力和造詣。落款使用的是魏碑體字。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B%E9%93%B8%E4%B9%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B%E9%93%B8%E4%B9%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4%E7%BB%87/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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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看他給山東大學學報的題字。依然沒有題字時間。但是我們根據當時記載的國

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於右任、青島市市長沈鴻烈等人給予《山大二五年刊》題字之事，

由此而來可以推斷出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題字時間當為 1936 年 6 月。青島藍山路醒民印

刷局承印該年刊，16 開道林紙印刷，軟精裝，棗紅色皮面護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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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字“學術津梁”四個字，屬於魏碑體字。這是韓復榘個人書法最常用的字體。“津梁”

一詞，典出《國語•晉語》：“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遊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又如

《魏書•封懿傳》：“每薦此二公，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韓復榘在此

使用了很少見的古語，以此比喻山東大學在引導學生走入學術研究發揮的橋樑作用。可以說

比喻非常貼切！

二、尺牘

接下來再看韓復榘的個人往來書信中的書法。至今，在河北省檔案館保存了一封完整而

罕見的韓復榘致函商震的兩頁親筆書信。該信內容如下：

啟予主席鈞簽：久疏問候，殊切瞻

依恭維。

政躬納祜，

潭第口庥，為煩為祝。謹啟者弊友

李君國鈞自隸

栟檬，多蒙噓掖並任感謝。嗣後

仍熙隨時指導，俾免損越。則所

感者不止李君一人已也。耑此。敬侯

鈞祺。

委員韓復榘謹啟

十二月十六日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這封信是韓復榘寫給好友、時任河北省主席的商震。該信內容只是涉及到了李國鈞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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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商震是 1935 年 6 月至 1936 年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一職。而此信落款是“十二月十六

日”，則寫作時間只能是 1935 年 12 月 16 日。全信使用標準行書，而且是顏體，並且略有

魏碑風格特點。可見這是韓復榘本人的一貫書風。此函清秀大方，佈局嚴整，筆意流暢。是

難得的優秀尺牘。

我們再看看韓復榘給蔣介石的一封尺牘，原始尺牘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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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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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鈞鑒：久違

鈞範，時切馳依。頃悉

旌麾蒞潯，伏念

德望。秋高

勳華，日茂定慰頌忱。膠東之事，

至勞

廑系。感愧交並。昨伯誠兄來

魯，特轉承

鈞誨，當即攜同返濟。切實籌商

矣。茲遣職府張委員鉞，趨謁

麾下，伏乞

俯予賜見，詳加指教。俾便轉達

遵循，無任感禱。未盡之情，統囑

張委員面陳。謹此奉函，敬請

鈞安！諸維

霽鑒。 職韓復榘謹呈

韓復榘給蔣介石的信，基本上多是楷書，表示尊敬。而且他的楷書具有魏碑的風格，顯

得極其特殊而富有金石韻味。雖然沒有寫信日期，但是從內容有“膠東之事”來分析，應該

出自 1932 年 11 月至 12 月之間。

三、題詞

一般書法家寫題字，多以十四個字以內為度。多寫就是題詞，題詞一多則難免出現佈局

問題和用筆不到之處。但是，韓復榘的題字卻是不畏其多。見如下他給煙臺紅十字會撫養院

成立三周年寫的題詞。

煙臺紅十字會最早成立是在 1904 年。1930 年，煙臺紅十字會設立了撫產局。專門負責

向產婦及嬰兒施捨藥品和給予貧婦生育撫恤大洋３元等優惠待遇。撫產局下設立撫養院，主

要針對無人照顧的孤兒和老人。韓復榘 1930 年 9 月 5 日出任省政府主席，同年設立了民政

廳。煙臺紅十字會設立撫產局的時間顯然應該在 9月 5日之後。則這個題詞是撫產局設立撫

養院三年之時，此題詞最早不會超過 1933 年 10 月，最晚不會遲於 1936 年 10 月。

該題詞內容如下：

煙臺紅十字會撫養院三周紀念題詞

養老慈幼，王政所先。窮民無告，

凍餒堪憐。貴會宗旨，仁愛纏

絲。推恩孤獨，功莫大焉。籌備完

善，已三周年。各遂生活，永免顛

連。海山蒼莽，海水淪漣。心存利

濟，化日光天。

韓復榘題

原始題詞照片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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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標題有個明顯的失誤：將“三周年”誤作“三周”。足見當時是一氣呵成，沒有

修改和再寫。使用的字體依然是韓復榘的具有顏體和魏碑雙重特點的一貫書風。但是通篇佈

局緊湊、和諧、完整，顯得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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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帖

這裏所謂的法帖，我們專指書法家自己書寫後掛在自家中欣賞之物，一般多是精心策劃

建構的。也足以顯示出書法家本人的愛好、品格和精神追求。因為寫給別人的題詞、題字可

能是隨意的、應酬的。而寫給自己的才是最見精神的物件。

韓復榘的這樣的法帖保存下來的並不多。下麵這幅顯得尤其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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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法帖只是“訓無逸詩書稼穡，閑有家禮義綱常”一幅對聯，直接使用清代大學者王

鳴盛的對聯，既顯示了韓家的家教傳統，也是他本人信奉的人生信念之一，更是他學問廣博

的象徵。字體依然是具有顏體和魏碑的雙重風格，而且是大字，寫法極其特殊而且瀟灑，金

石韻味十足。但是卻顯得有幾分悲傷、悲壯的審美效果！

落款是“韓復榘”，上款是“湘雪先生清鑒”。沒有時間款。我們推測說明此幅作品是

他出自山東省政府主席的任上。湘雪先生，即李炳南。字雪廬，法號德明，山東濟南人。別

署雪僧、雪叟。生於 1889年，卒於 1986年。曾任孔廟衍聖公孔奉祀官府秘書長。則此法帖

顯然應在韓復榘在山東整修孔廟前後，即 1934 年。

關於韓復榘的學書記載，我們看看《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中對於其書法的記載：

韓復榘自幼聰穎好學，在塾中隨父讀書，通讀四書（《大學》、《中庸》及《論語》、

《孟子》）、《詩經》、《書經》、《春秋左傳》等，除子、史外，還學習古文選、八

股文、唐詩絕句等，練習作文及習字也是重要功課。韓對書法尤為偏愛，時時臨摹，頗

有造詣，小楷更見清秀工整，為他日後在縣衙裏任“帖寫”謀生，並在軍旅中以“司書

生”進身創造了條件。
①

又見該書記載：

光緒三十四年（西元 1908 年）春，韓世澤托友人、縣衙刑房主管王佐舟舉薦韓復

榘拜縣衙蔣稿公（掌稿房吏）為師，在戶房內當了一名“貼寫”（抄寫小吏），主要工

作就是伏案謄錄文牘。
②

在《我的父親韓復榘》一書記載為：

父親曾在縣衙當過“貼寫”，又是部隊“司書”出身，書法頗有根底，因此直接過

問我們的習字。他親自佈置我們作業，規定每天必須寫幾篇大字、若干小楷，雖公務繁

忙，仍不忘檢查。
③

後裔的言論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撐。我們找到了一份珍貴的證據資料：根據《劉汝

明回憶錄》記載：

韓復榘和我一樣，也是先到後哨當“文案”，後來改為什長。
④

這是韓復榘當過部隊的司書（文案）的鐵證。雖然在韓復榘的老上司馮玉祥的日記中，

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觀點：1930 年 3 月 23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了柴春霖與馮玉祥的談話：

柴春霖來，謂：“韓復榘對於總司令，不斷的說：‘實是我的不對，單就讀書寫字

說，不是總司令教我，怎有今日呢？’”我說：“我對於誰，都可以說話，惟對韓

無話可說，我深覺對不起他，使他讀書太少。要是讀多了，也不至於這麼樣子。過去的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頁。

②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頁。

③
《我的父親韓復榘》，中華書局，2013 年，28頁。

④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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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現在可不再提，只要他努力倒蔣就好了。”
①

這裏，馮玉祥記載了柴春霖轉達韓復榘的話：“單就讀書寫字說，不是總司令教我，怎

有今日呢？”但是，這裏並沒有過細展開說明。只能理解為馮玉祥曾經鼓勵和指導韓復榘讀

書、寫字。

《馮玉祥日記》中記載了他兩次贈書給韓復榘：一次是 1923 年 6 月 3 日，馮玉祥關心

韓復榘的學習，贈送給他一套《孔子家語》。一次是 1936 年 1 月 18 日，馮玉祥委託鄧仲芝

給韓復榘帶去一部《四部備要》，馮玉祥的用心是“為使之讀書而努力救國家也”。
②
這並

不是直接指導讀書的證明，而是上司對下屬的一種精神誘導和勉勵而已。

我們再看看時下學術界的觀點。徐北文《李景林之死及其他》一文中：

韓復榘在西北軍以能詩文，擅書法發跡。他在山東主政後，把一些術士、僧道統統

趕出衙門，並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趙太侔等新派文人。韓與張宗昌的不同，是由於文

野之分。至於韓復榘在民間傳說中已成為粗魯無知的軍閥典型，其實不確。筆者幼年時，

曾瞻望其風采，頗有老儒風範，其詩亦合平仄，通順可讀。
③

還有韓復榘書法見證人和當事人的回憶，陸立之《誰主沉浮》一文記載：

我從濟南回南京前，韓復榘表示惜別，親自題上下款，臨時贈送了一張照片給我。

當時他懸腕振筆，恭正地寫了兩行遒勁的楷字，我又看到了韓復榘的書法也有功底。
④

請注意：這是當事人的現場觀摩的準確記錄！也是韓復榘沒有書法代筆人的最真實記錄！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再看看歷史上真實的韓復榘與被傳說的韓復榘之間的本質區別了！是文

盲草寇大軍閥還是儒雅書生武狀元？我們相信讀者自己已經有了判斷。我們再提供幾幅韓復

榘書法作品，讓讀者徹底瞭解事實。如下：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50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72 頁。

③
《李景林之死及其他》，《濟南日報》，1993 年 10 月 9 日。

④
《誰主沉浮》，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年，2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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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書格言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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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書《段夫人像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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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書《筱航先生像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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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致蔣介石書信手跡一（A）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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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致蔣介石書信手跡一（B）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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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致蔣介石書信手跡二（A）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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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致蔣介石書信手跡二（B）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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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蔣前韓復榘和馮玉祥的關係

在馮玉祥的手下將領中，有所謂十三太保之稱。如下：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孫良

誠、劉汝明、張維璽、佟麟閣、過之綱、葛金章、聞承烈、程希賢、韓多峰、趙席聘。

1924 年底，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段祺瑞委任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從此，

馮玉祥的部隊為正式被稱為“西北邊防軍”。最多時兵力達到 40 多萬人。

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5%8F%8B%E4%B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8%BF%9E%E4%BB%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8%89%AF%E8%AF%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8%89%AF%E8%AF%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6%B1%9D%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7%BB%B4%E7%8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F%E9%BA%9F%E9%9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7%E4%B9%8B%E7%BA%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9B%E9%87%91%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BB%E6%89%BF%E7%83%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5%B8%8C%E8%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A4%9A%E5%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5%B8%AD%E8%81%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6%94%BF%E5%8F%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B5%E7%A5%BA%E7%91%9E/4247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AF%E7%8E%89%E7%A5%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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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第十六混成旅改編為陸軍第 11 師，馮玉祥任師長，次年馮玉祥任陝西督軍兼第

11 師師長，查當時的軍制史料，知道其下有五個旅：

第 7 混成旅旅長 張之江

第 8 混成旅旅長 李鳴鐘

第 21 混成旅旅長 鹿鍾麟

第 22 混成旅旅長 劉鬱芬

第 25 混成旅旅長 宋哲元

這就是“西北軍”最初的五虎上將。馮玉祥後來的新五虎將就是韓復榘、孫連仲、石友

三、劉汝明、孫良誠。

1922 年 2 月 3 日，韓復榘這一天正式進入馮玉祥的日記中：

午後一點半，諭各部會議人員，在總辦公處集合，令孫團長良誠、韓團長復榘、孫

營長連仲、王營長冠軍，念春季檢閱課目表。
①

按照《劉汝明回憶錄》的記載，韓復榘最初加盟馮氏第十六混成旅中是從晚清軍隊編制

中的第二十鎮而來的：

所以由二十鎮來找馮先生的人很多，像前面提到過的李鳴鐘就是一個，到民國元年

四、五月間，來的更多，現在記得的有韓復榘。
②

按照這一記載，韓復榘是在 1912 年 4、5月正式加入了馮玉祥的部隊。到了 1918 年以

前，他已經成為馮玉祥軍隊的一名營長。

1918 年，第十六混成旅駐常德時官制如下：

旅 長 馮玉祥

秘書長 陳經綬

副官長 宋仲良

參謀長 張樹聲

中校參謀 石敬亭

少校參謀 劉驥

第一團團長 鄒心鏡

第一營營長 周性靜 第二營營長 張維璽 第三營營長 孫良誠

第二團團長 張之江

第一營營長 宋哲元 第二營營長 宋哲元（兼任） 第三營營長 楊紹緒

第三團團長 李鳴鐘（原任張樹聲）

第一營營長 韓復榘 第二營營長 石友三 第三營營長 穀良友

第四團團長（教導團） 劉鬱芬

第一營營長 劉汝明 第二營營長 佟麟閣 第三營營長 席液池

炮兵團團長 鹿鍾麟

騎兵營營長 張之江（兼任）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6頁。

②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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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槍營營長 韓多峰

1922 年 5 月 1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九點至夜三點，聞槍聲甚多，請劉參謀長、韓營長復榘聽之。
①

不到三個月，韓復榘的職務由團長變成營長。原因不明。又根據《劉汝明回憶錄》記載：

民國十二年，即 1923 年，韓和劉一起到了帶兵到北京，進駐在南苑之時，才出現了“我和

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都當了團長”的記載。
②
在此之前，該書明確記載“當時韓已

是營長”。
③
因此，韓復榘應該是在隨馮玉祥部隊進駐北京時才得到的團長晉升。即，1923

年。

而在 1922 年 5 月 22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軍事會議，韓復榘排名在宋哲元、鹿鐘麟前。

在韓復榘之後三個人才出現對“營長程希賢”的記載，可見此前各位應當為準備晉升為團長

的名單。則同年 5月 1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顯然準確的。而後 5月 24 日《馮玉祥日記》

再次記載召集韓復榘參加軍事會議。因此，隨後在同年 5 月 29 日《馮玉祥日記》明確記載

“與團長宋哲元、韓復榘”等人開會。同年 6 月 15 日記載“與團長韓復榘規定官長之事”。

上述史料中記載的“團長韓復榘”應該是準備晉升為團長的韓復榘。正式晉升是在進駐北京

之後。

1923 年 4 月 1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七點半，韓團長來，報告今日學兵團打靶。余與之言：“現在保方日事奢華，對於

喜壽等事，莫不極力鋪張。余勸曹使力為修德，而總統自至。並言現在議員約分四種：

一、罵人者；二、罵人又要錢者；三、以良心拿錢者；四、為有求於曹使者。”曹深以

余言為然。
④

這裏的曹，指曹錕。這是馮玉祥和韓復榘之間見之於記錄的私人談話。

曹錕像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6 頁。

②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45頁。

③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33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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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6 月 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八點，韓復榘團長報告挖河之事，如下：“一、彼所應作之工將畢。二、士兵對於

作工均甚熱心。三、半日作工，半日操練。四、該處風太多。”余告以“先令頭目官長

明白為國民謀幸福是最體面之事，次使士兵明白作戰之苦，甚於此風。”
①

這裏記載顯示了韓復榘對士兵身體的關愛。他甚至考慮到了風多對士兵身體的傷害。這

點小事在其他軍官那裏可能完全被無視。愛兵如子是他的為官準則！而馮玉祥則是以政治的

高度來勸導韓復榘。也許正是通過這件事才引出後來馮玉祥和他談起自己兒子的家事。1924

年 2 月 5 日，馮玉祥第一次和韓復榘談起了自己的家事：“九點半，請韓團長復榘來，告以

明天送洪國往天津考南開中學事。”
②

這裏的馮洪國，系馮玉祥長子。生於 1910 年。1924 年時，他剛滿 14 歲。報考南開中

學。但是很快馮洪國不想繼續讀書。於是，馮玉祥送他往蘇聯中山大學讀書，和他同學的有

蔣經國、廖承志。1929 年，馮洪國 19 歲時，馮玉祥又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炮兵專業。

馮洪國赴日留學不久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翌年回國後轉為中共黨員，被共產黨派到馮玉祥

身邊工作，加強共產黨與馮玉祥的聯繫，促進團結抗日。

馮洪國像

1924 年 12 月 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十一點，韓旅長復榘來，告以“吾國自古重禮義，尚廉恥，今則互爭權利，良可歎也。”

韓云：“君子小人相處，當然君子吃虧。然以國家大事論之，君子絕不可讓小人，蓋君

子愈讓，小人愈多，國事愈非，必至於亡國而後已。”
③

到了 1924 年 10 月北京政變成功後，這時的韓復榘，已經晉升為旅長了。韓復榘的這段

話，實際是在勸告馮玉祥：“然以國家大事論之，君子絕不可讓小人”。也是他自己的行動

指南。從上述觀點來看，韓復榘並不是馮玉祥眼中的那個沒文化、沒學問的人。這是確鑿證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68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21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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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一！

1925 年 3 月 26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六點，過之剛、孫連仲、張維璽、李西峰、韓復榘、陳毓耀六旅長來，與之談話如

下：

一、段執政練兵時，身先士卒，同甘共苦，所以部下佩服，到現在手無一兵，而可

執全國之政。二、諸君身為旅長，戰時即操生殺大權，地位既高，責任尤重。三、要知

吾國為十幾國之奴隸，實高麗、印度之不如。四、吾等之責任，是禦外辱、平內亂。今

外辱來而不能禦，內亂起而不能平，恥莫大焉。五、孫中山先生鼓吹取消不平等條約，

如我國之貨物，輸入外國，則徵稅重，而外國之貨物，輸入我國，則不得干涉，類此者

多矣，其不平孰甚。背夫差能發奮而報父仇，吾國積弱，受人欺壓，吾等亦宜奮發自強，

以雪國恥。

七點半，與旅長等講話如下：

一、欲實行救國，非淡泊不可，非吃苦不可，如華盛頓受無數之艱難，能使美國獨

立。孫中山受無數之艱難，卒將滿清推倒。二、吾人總要想救國救民，萬勿專為吃飯計。

三、吳佩服用以毒攻毒手段，而常得勝。沈鴻英反復無常，終歸失敗。四、你們之起居

四、飲食及各種功課，必須有一定時間，並須與士卒同甘苦。五、對體育、智育、德育

三事，要求進步。
①

這次談話中心內容是對高級軍官進行國民政府的愛國和革命歷史教育。當年春，韓復榘

晉升為師長。

1926 年 5 月至 8月，韓復榘軍隊在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
②
與直奉聯軍大戰失敗後，韓復

榘和石友三等人轉而投靠閻錫山。當時的主帥馮玉祥正遠在蘇聯考察。

這張照片可見當時戰爭的殘酷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7頁。

②
本書作者是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人，少年時代就經常去大戰發生地去遊玩、探求，那一片土地現在是農

田和丘陵，有時居然可以撿到生銹的彈殼。山坡上經常可以發現陣亡將士們殘缺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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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次投靠行為是否屬於背叛馮玉祥的問題，請見韓復榘當時和劉汝明的對話：

快到綏遠不遠的一個鎮後，遇見了韓向方，向方攔住了我，把我拉到他司令部去休

息。向方和我說，他已經和石漢章商量好了，不再向西去，要去投閻錫山。我說：“那

怎麼成？打敗了仗也不能變節。”他說他們不是變節，是奉到命令不走，叫我和他們一

起。……再往西走是死路一條，由包頭到寧夏一千多裏路……不餓死也得渴死。
①

這就是當時冷酷的選擇：當韓復榘的軍隊面臨著由包頭到寧夏一千多裏路，不餓死也得

渴死的前途時，他果斷地選擇了投靠閻錫山！而且聲稱是“奉到命令不走”。雖然這個“命

令”韓復榘再沒有出示給劉汝明，但是前文“已經和石漢章商量好了，不再向西去，要去投

閻錫山”則是鐵定的事實，出自韓復榘、石友三。這是韓復榘為了保存實力的一次重大的變

節行為。這是理解他後來為何再次為了保存實力而逃跑的前提條件！對於韓復榘來說，保存

實力才是他永遠的第一原則！沒有了實力，他什麼也不是。這是軍閥混戰時代得以長久生存

而不倒的唯一準則，實力第一！在軍閥混戰的時代，很難有對一個上司從一而終的大小軍事

將領。伴隨著上司在國內政治、軍事地位的升降、聚散的變化，其下屬軍事將領也必然衡量

自身利益的取捨而決定自己的進退和選擇。這是個多變的時代，也是不確定的時代。作為跨

越了那個多變時代的我們這些後來人，沒有道德標準和義務去指責當時的歷史人物的行為準

則，更何況他們並並不是要為主義和真理而隨時準備獻身的大小軍閥。

一直到 1926 年 9 月，馮玉祥回國後在五原召集舊部，韓復榘才帶隊重歸西北軍，出任

第 6 軍軍長。但是這次投靠閻錫山，還是在韓、馮之間埋下了隔閡，相互猜嫉日益嚴重。

韓復榘與馮玉祥像

沈慶生在《韓復榘》一文中對這段時間的韓、馮隔閡和猜嫉有十分準確的描述：

1928 年 4 月，蔣、桂、馮、閻四派新軍閥聯合“北伐”，韓復集奉令率部沿京漢

線北上，6月 6日首先進抵南苑。7 月，河北省政府成立，韓自認為戰功不小，但僅得

①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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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政府委員職，很不高興。10 月，第二集閉軍縮編，韓任第二集團軍暫編第一

師師長。不久，韓部又改編為第二師，韓任師長，回駐鄭州。12 月，馮玉祥薦韓出任

河南省政府主席，但把他兼任的二十師師長開了缺，改由與韓素有矛盾的石敬享接任，

使韓深受刺激。他常覺得自己過去有“投晉”的一件事，怕馮對他有懷疑。現在韓丟了

二十師的實力，只當一名空頭主席，越認定馮對他不信任，對馮漸懷不滿。
①

這裏的“韓部又改編為第二師，韓任師長”之說，顯然不對。應該是第二十師。

1926 年 9 月 17 日馮玉祥在五原舉行誓師典禮，宣佈率領全軍宣誓加入中國國民黨，就

任國民聯軍總司令。1927 年 4 月 6 日，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

令，參加北伐作戰。這時第二集團軍下有九個方面軍，編制如下：

第一方面軍 孫良誠

第二方面軍 孫連仲

第三方面軍 韓復榘

第四方面軍 宋哲元

第五方面軍 嶽維峻

第六方面軍 石敬亭

第七方面軍 劉鬱芬

第八方面軍 劉鎮華

第九方面軍 鹿鍾麟

其中，第三方面軍正式番號是第 6軍，軍長是韓復榘，下麵設置了三個師。

但是，馮玉祥則加強了對韓復榘軍隊的訓話和管理。1927 年 1 月 7 日《馮玉祥日記》

記載：“十二點，對韓復榘部講話，慰勉備至。”
②
同年 4 月 20 日《馮玉祥日記》再次記載：

九點半，赴大禮堂開會，余將一年以來軍情撮要言之，……是時，在包部隊無衣無

食。……嗣後，余擬往包頭，商啟予以為不便，同人亦多謂韓復榘、石友三已為晉軍改

編，恐不可恃。孰知到包頭以後，徐永敞言辭激烈，主張革命甚力，韓復榘亦由綏遠來，

吾文之曰：“汝意如何？”韓云：“以後行動，當以總座意旨為依舊。”余聞徐、韓言

論，膽氣頓為一壯，惟以此路地曠人稀，接濟困難，遂決計入陝。
③

這裏他已經明確點出了韓復榘的投靠和大家對韓復榘回歸的態度：“同人亦多謂韓復榘、

石友三已為晉軍改編，恐不可恃。”這反映湖當時部分西北軍將領對韓復榘的不信任心理。

這或許也是馮玉祥對韓復榘不信任心理的一個折射。

同年 4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十一點，命舒司長雙全，速發韓復榘、石友三部糧秣，並會同長安縣籌款，以備出

關。
④

可見，從韓復榘回歸馮玉祥至今，尚未得到西北軍的糧餉。直到半年多以後，馮玉祥才

親自下令“速發韓復榘、石友三部糧秣”。這半年多的時間可能屬於對回歸者的考驗階段吧。

①
《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1978 年，244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80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20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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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韓復榘帶領軍隊參與北伐。

1928 年 4 月 8 日，韓復榘軍隊突然進攻武勝關，佔領了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蔣介石得

知後，立刻致電何應欽，採取相應的部署
①
。顯然，韓復榘部隊的軍事進攻能力太快了。打

亂了蔣介石的軍事部署，迫使他不得不致電何應欽，臨時採取對策。

同年 6月 7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下午七點，電知各部，韓復榘已首到北京南苑，並電韓不准越過南苑一步。京津事

務，已電請閻總司令前往主持云。
②

馮玉祥的猜嫉心理還是沒有徹底消除，他特別嚴令：“不准越過南苑一步”！這就制約

了“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韓復榘發動意外軍事行為的藉口和圖謀。但是，其實，根據我

們的最新調查，這個軍事禁令後來居然也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
③
可見，在這問題上，蔣、

馮二人意見居然如此一致。

特別請注意 1928 年 6 月 7日這一天北京當地報紙上的一句話：“韓表示所部現暫不入

城”。這既是面對記者，也是韓復榘通過新聞報導告訴馮玉祥：他嚴格遵守了馮玉祥的命令。

下麵是當時北京的一些報紙的相關報導原始照片：

《世界日報》1928 年 6 月 7 日報道照片

對於這個禁止令，《劉汝明回憶錄》一書中記載：

六月上旬，韓向方追敵進到了北平附近，總部叫他暫停在南苑、廊房，不准入北平，

①
該電報原始檔案保存在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10100-00011-039。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70 頁。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馮玉祥：韓復榘部入南苑留原地整頓，勿入北京，並歸閻錫山指揮》，

編號為 002-020100-0002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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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根據協議，北平應該劃歸三集團軍駐守，六月八日商啟予部進入北平，徐源泉在天

津反正，北伐大業率告完成。
①

原來除了進攻北平的軍事行動劃歸範圍屬於商震軍隊之外，還有個象徵性的北伐勝利的

含義在內。這裏，在實際上明顯是韓軍先到而商軍後至，韓復榘不得不放棄到手的功名！顯

然，這對軍人韓復榘而言是個沉重的教訓！一名軍事將領指揮士兵浴血奮戰、日夜兼程終於

沖到了最前線，卻被上司馮玉祥下達命令原地待命，而將攻佔北平、北伐終結的功名留給後

來者！這是多麼殘酷的軍令！我們不知道當時年輕的軍事將領韓復榘下了多大的決心才收住

了他垂手可得的軍事功名！多年以後，他在山東的軍事行為就一直在努力擺脫受制於人的這

一心理和尷尬局面。韓復榘是軍人，他不是政治家。用馮玉祥對他的評價就是“無學問”（即

不懂政治權謀）。如果沒有這道命令，根據“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古訓，韓軍必將乘勝

前進，一舉佔領北京，成了結束北伐大獲全勝的第一人而載入史冊。現今為止全部涉及韓復

榘的相關論著，沒有人去認真解讀過或者分析過韓復榘軍事生涯中的心理世界！

1928 年 7 月起召開編遣會議，決定將第二集團軍縮編為 42 萬人，遣散 15 萬人，軍變

為師，編制如下：

總參謀長 石敬亭

副總參謀長 秦德純

訓練總監 曹浩森

副總監 李興中

第 20 師師長 韓復榘

第 21 師師長 梁冠英

第 22 師師長 吉鴻昌（原任程心明）

第 23 師師長 馮治安（接任魏鳳樓）

第 24 師師長 石友三

第 25 師師長 童玉振（接任張自忠）

第 26 師師長 程希聖（接任田金凱）

第 27 師師長 張維璽

第 28 師師長 宋哲元

第 29 師師長 劉汝明（接任程希聖）

第 30 師師長 佟麟閣（原任吉鴻昌）

第 31 師師長 孫連仲

1928 年 2 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在會上，韓復榘等 118 人當選為第一次

國民軍事委員會委員。從這 118 人名單中可以看出，幾乎囊擴了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等

當時各大軍閥的全部重要軍事將領。顯然，這個名單應該是各派協調後的產物。也就是說，

韓復榘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是馮玉祥的特別安排。

同年 9月 13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六點，車抵陝州。韓復榘等在站歡迎。七點，檢閱韓部內務。七點半，與韓復榘、

陳希聖等講話如下：一、拳術為吾國千年前之武藝，用以活動身體尚可，作戰殊不適用。

二、當注重衛生，親自檢查各處。
②

①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94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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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馮玉祥明顯加強了對韓復榘和韓軍的攻心戰略。他幾乎一有時間就開始和韓

復榘及其軍隊高層將領談話。同年 9 月 27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五點，與韓復榘、劉

鬱芬談軍隊編制。”
①
同年 10 月 6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七點，與韓復榘在城上散步。”

②
1929 年 3 月 2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七點半，與韓復榘說電話，告以每早集合軍官、

軍需學校人員講話。”
③
這段時間可以說是馮玉祥和韓復榘之間的信任關係修復期。

1929 年 3 月 29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八點，與韓復榘、宋哲元、鄧長耀、傅正舜、過之張宗領談時局，余謂地方官人選

慎重，最好用考試制度。以書記官補縣長，不妥。地方土匪，宜及早肅清。興修水利為

第一要務，不可緩。又謂省政府之弊有三，曰只顧命令，不察實際；曰妄事預征，不恤

民艱；曰用人為舊，不求人材。十點，與韓、宋及邵力子、劉治洲等會餐，通令各軍備

戰。
④

根據《劉汝明回憶錄》的記載：

十八年清明節時，馮派我與劉書霖二人到北平南苑西北軍義地祭掃。回到南京後，

馮又召集二集團軍的師長及高級軍官開會……對韓復榘大大的誇讚了一番，說他怎麼好

怎麼好，簡直是沒有再好的人了。向方這時雖不任 20 師師長，但是代理馮的河南省主

席的職務。
⑤

又見該書：

當天下午正是在行政院會議，馮就在行政院提案通過了韓向方正式繼他任河南主席。
⑥

這一時期，馮玉祥和韓復榘的關係得到了良好的恢復和發展。因為這一時期，馮玉祥和

蔣介石的關係開始逐漸緊張起來。

1929 年 4 月上旬，蔣介石多次致電何應欽，讓他注意馮玉祥的行動，並且詢問韓復榘

軍隊所在地和動向。相關電文可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何應欽轉鹿鍾麟：謂馮

玉祥韓復榘電報逕發行營，查韓部開拔日》，編號為 002-010200-00002-008。《蔣中正電

令何應欽：注意馮玉祥等部行止，促鹿鍾麟催韓復榘出兵》，編號為 002-010200-00002-014。

《蔣中正電令何應欽：飭鹿鍾麟促韓復榘出兵，並將各省討桂消息轉馮玉祥》，編號為

002-010200-00002-016。

當時的《馮玉祥日記》也記載了當時他和蔣介石的緊張關係，見 1929 年 4 月 19 日日記：

吾與蔣一旦離開，便有人挑撥離間，淆亂黑白，既不利國，復不利己。所以去年北

伐成功以後，首先入都，為他人倡。但余既至而謠仍不息，良可歎也。馬言，余能與蔣

早晤，謠言自息。邵云，接收山東，本無重要問題，何成睿在北京造謠，去年即有之，

但蔣不之信也。下午三點，韓復榘來，報告見蔣情形，並請撥軍隊四團，歸省政府調遣，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15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19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83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03 頁。

⑤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97頁。

⑥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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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命其暫駐鄭州。
①

蔣介石與馮玉祥合影

1929 年 4 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九點，電蔣，余態度如舊不變，中央如用我者，請令專辦黃河水利。韓復榘曾與何

建同住一旅舍，外間竟讒言，韓、何有何異謀。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願稍予注意也。
②

實際上，當時的蔣介石、馮玉祥二人的關係非常緊張，相互猜疑。當時，馮玉祥為了杜

絕謠言，特地請邵力子與他同住，凡有蔣來電，一律由邵轉告。

邵力子，生於 1882 年 12 月 7 日，卒於 1967 年 12 月 25 日。原名邵景泰，字仲輝，號

鳳壽。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癸卯科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1920 年 8 月，

他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共後來稱其為共產主義小組），主持上海《民

國日報》，任總編輯。1925 年，他任黃埔軍校秘書長，參加中國國民黨改組工作。1926 年，

他退出中國共產黨。1927 年以後，他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為甘肅省政府主席、

陝西省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駐蘇聯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等。在政治

上，他主張國共合作。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17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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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夫婦和邵力子夫婦合影

1929 年 5 月 5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九點，囑魏書香，電韓復榘、石敬亭，以錢財十分之七購糧，運至靈寶。又與言當

新編一師，由余親自指揮之。
①

同年 5月 7日，馮玉祥再電韓復榘，要求“沿鐵路之土匪，須剿除淨盡”。於是，韓復

榘立刻執行了馮玉祥的這一命令。為了消除鐵路線兩旁總是出現土匪的隱患，韓復榘決定扣

壓往來車輛、炸毀部分路段的鐵路和公路。這一策略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關注。同年 5 月

13 日，蔣介石親自致電韓復榘，查詢扣車毀路的理由。
②

可是到了當年 5 月下旬，馮玉祥就公開了對蔣介石的反對態度。1929 年 5 月 20 日，馮

玉祥公開向軍隊連以上官員發佈蔣介石的四大罪狀，中原大戰由此展開。該四大罪狀如下：

罪一，黨務方面，三全大會代表，蔣以私意圈定指派，違反黨綱。

罪二，國家方面，日本出兵山東，佔據濟南，此為我國奇恥大辱，為國人所延頸企

踵而切望解決者，交涉既妥，其中秘密條件如何，姑且勿問，但日本既定期撤兵矣，而

蔣竟反請緩期，喪權辱國，莫此為甚。

罪三，軍事方面，各軍同屬國軍，而待遇顯不平等，猶且挑撥離間，拆散革命路線。

罪四，民眾方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今豫、陝、甘災情奇重，蔣氏不問不聞，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28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500-000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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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愛民之心，顧又將豐臺、保定賑糧，悉數扣留，坐視饑民餓死而不救，且加速焉
①

馮玉祥顯然準備以韓復榘及其軍隊作為反蔣的主力而設下了籌碼。但是，家長制的馮玉

祥長期以來忽略了韓復榘內心中對軍閥混戰局面的反對意識。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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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蔣後韓復榘和馮玉祥的關係

正是在中原大戰之中的關鍵時刻，韓復榘領軍叛馮投蔣，馮、韓關係從此進入一個新的

微妙的歷史時期。讓我們仔細審查這一重大歷史事變的全過程。

1929 年 5 月 2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九點起，與石敬亭、宋哲元、曹浩森等密議防韓復榘叛變辦法，並令將總部一切歸

石等辦理。十點，與劉汝明、張自忠談，政治腐敗，余久欲出洋，因薛篤弼力勸始止。

其後湘戰發生，蔣氏仇我，為團結兵力計，故將孫良誠由魯調回，韓復榘駐防靈寶，今

韓受三百萬元之賄，甘心賣叛團體，龐炳勳截之於黑石關，孫良誠復往追之，當已不成

問題也。
①

這是韓復榘、馮玉祥再次衝突的開始。從事變經過看，據說是韓復榘為了蔣介石給予的

300 萬元賄賂而答應停止內戰，從而背叛了馮玉祥。但是，我首先需要特別說明：這筆錢是

蔣介石同時給予韓復榘和石友三兩支軍隊的，不是給予韓復榘個人！因此，不存在韓復榘個

人接受了蔣介石一次性給予的 300 萬元賄賂這一指控！

蔣介石和韓復榘合影

《劉汝明回憶錄》中記載了當時他和韓復榘之間的談話：

子亮，你說把整個河南省放棄部隊全撤到潼關以西，這不是自取滅亡嗎？以後我們

還吃什麼？穿什麼？民國十四年八月一號成立新隊伍，到今天已快四年了，士兵每月只

發二塊錢的餉，下級軍官才十塊，中級軍官也不過二十塊。像這樣長久下去，怎麼能行？

這次不知道又是什麼人出的壞主意。我向總司令建議，先把部隊撤到平漢路以西地區，

主力集中於洛陽、南陽一帶，可是總司令不許，非命我馬上把隊伍帶到潼關以西不可。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38、6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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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省府人員尚在陝州沒下火車，我們一起去陝州再詳談。
①

又見該書的記載：

走出總部大門，過了馬路就是石筱珊兄的住處。我見了他就問：“我路上碰見韓向

方，向方神氣不大好，他碰了釘子嗎？”筱珊說：“沒什麼事，總司令命他先把部隊撤

到潼關以西來，向方主張把隊伍撤到平漢路以西地區，主力集結在洛陽、南陽。”我想

韓也不可能出什麼事情，因為馮對我們十二個把兄弟中，以對韓向方和二孫特別好……

第二天就傳來韓向方帶著隊伍向靈寶、洛陽之間地區東去，歸順中央。
②

可見，這次韓復榘的叛變，還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

韓復榘是否真的收了蔣介石的錢？收了多少錢？就我看到的文章可謂眾說紛紜。出現

蔣介石 300 萬收買了韓復榘這一說法當然是出自馮玉祥之口。見臺灣國史館保存 1929 年 5

月 24 日《馮玉祥電席液池：“韓復榘不能命令系被蔣中正三百萬元所收買”》，編號為

116-010102-0004-067。由於這一說法產生之時，蔣介石的 300 萬賄賂是否已經全額到帳目

則從此無人深究。

——實際上，根據臺灣國史館保存的原始檔案記載，當時蔣介石實際上只給予了韓復

榘和石友三兩支軍隊 100 萬元。請見：

臺灣國史館保存《蔣中正電韓復榘：所部集洛陽撥款一百萬供給養，並令修復隴海平

漢路》，編號為 002-010200-00005-040；《蔣中正電告錢大鈞：如石友三未通電反馮玉祥，

則韓款直接交韓復榘》，編號為 002-010200-00005-041。

——而且是給予韓復榘和石友三兩支軍隊的。而後，半年左右的時間內，根據臺灣國

史館保存檔案記載，蔣介石分五次給予了韓復榘、石友三軍隊共 150 萬元，如下：

1929 年 7 月 8 日，見《蔣中正電令俞飛鵬等：發韓復榘石友三部伙食半數，石應先發

二十萬元》，編號為 002-010200-00007-007。

1929 年 9 月 25 日，見《蔣中正電錢大鈞：發給韓復榘石友三之款，先令中央銀行撥

五十萬元並說明》，編號為 002-010200-00008-066。

1929 年 10 月 12 日，見《蔣中正電韓復榘：准領特別費二十萬元》，編號為 002-010200

-00011-020。

1929 年 12 月 23 日，見《蔣中正電韓復榘：已匯三十萬元，餘款當陸續匯發》，編號

為 002-010200-00018-020。

1930 年 1 月 28 日，見《蔣中正電韓復榘：三十萬元款項領取支配及石友三餉項事》，

編號為 002-010200-00021-050。

到了 1930 年 1 月 28 日，加上最初的 100 萬，蔣介石給予韓、石兩軍的款項共 250 萬

元。可是，1929 年 9 月 9日，何成濬卻致電蔣介石，向他彙報：

韓復榘部歸順後，已先後發三百萬以表中央優遇之意。
③

但是，根據我們的上述電文查證，可以發現何成濬之說並不符合實際。當時的何成濬，

擔任北平行營主任兼任（孫中山）奉安委員會委員兼總務組主任，並且兼任湖北省政

府主席，但一直未到任。當時負責具體支付款項和勸說瓦解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正是何

①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98頁。

②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99頁。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3-0009-069。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93

成濬。根據當時西北軍降將只要銀元現金、不要匯票支票的特點，所謂“已先後發”之款

項絕對沒有達到“三百萬”，因而“以表中央優遇之意”肯定也成了問題。

當得知韓復榘領兵叛變後，憤怒的馮玉祥安排手下將領立刻帶兵去追堵韓復榘的軍隊。

1929 年 5 月 26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孫良誠報告往追韓復榘及求援龐炳勳、馬鴻逵情

形。”我們通過臺灣國史館保存的檔案 1929 年 5 月 24 日《孫良誠電龐炳勳：韓復榘在夾石

觀音堂一帶步砲隊已被梁冠英解決》的記載，可以得知當時梁軍追殺韓軍的激烈程度，這使

韓軍的步砲隊至少遭到了重創。
①
為此，同年 5 月 25 日蔣介石緊急致電劉峙，請他援助和接

應韓軍。
②
同日，蔣介石接到截獲了馮玉祥下令追殺韓復榘的電報，他立刻轉發給韓復榘，

轉告他“截留馮將梁冠英電令，對兄部猛追。並稱已令龐師在黑石閣截擊，請兄注意”。
③
當

時的情形可能非常險惡。顯然，韓復榘被蔣介石轉發給他的馮玉祥下令追殺他的電報後激怒

了。憤怒的韓復榘開始了他的軍事報復行為。為此，在 1929 年 5 月 31 日的《馮玉祥日記》

中就記載：

韓臨行時，曾下令將總部人員一律槍斃。
④

但是，這一記載還是“聽說”而已。因為我們還“聽說”了另外一個觀點，韓宗喆先生

主張：

這段話是馮玉祥聽下級彙報的。實際情況是韓率部秘密東開時，路遇河南省政府官

員十人。韓為防止洩密，將他們帶到洛陽軟禁起來，準備事態公開後再放他們走。期間

另有人潛入韓部兵營中進行策反活動，韓派手槍隊前往抓捕。被軟禁的官員誤認為韓要

加害他們，就連夜逃回華陰向馮彙報，說韓要殺他們……這十人中有聞承烈（十三太保

之一），是韓最好的朋友。韓出任山東省主席時還請他擔任濟南市長。嗣後我父親曾當

面詢問聞先生，聞斷然否定韓曾動殺機。

是否如此，我們姑且保留一家之言。

同年 5 月 26 日，梁冠英率領兩個旅襲擊洛陽。蔣介石再次致電劉峙，請他立刻支援韓

軍，一定要確保歸順中央的韓復榘軍隊的安全。
⑤
5 月 29 日，劉峙、方鼎英率領兩個師的兵

力前來支援韓復榘，確保了韓軍的安全。同日，蔣介石再次親自致電韓復榘，關切地詢問：

“恐兄孤軍難支，已令孫、方兩部，增援此時當可聯絡矣。”
⑥

報復歸報復，可是當時還就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韓當東行時，曾下令用煤油焚燒洛站糧秣列車，伊（指梁式堂）力懇求韓，可令百

姓自由搬取，以救災荒，幸得保全。
⑦

孫良誠追擊韓復榘的叛變，按照《馮玉祥日記》記載看起來頗為順利。但是他並沒有如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2-0004-050。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電告劉峙等：韓復榘擁護中央受馮玉祥部追擊，請派員到鄭州援助》，編號為

002-010200-00005-043。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告韓復榘：截得馮玉祥令梁冠英龐炳勳進擊韓部電》，編號為

002-010200-00005-045。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3 頁。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韓復榘：獲悉梁冠英已派兩旅襲洛陽，若危急可電劉峙聯絡》，編

號為 002-010200-00005-053。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3-0003-101。

⑦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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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彙報遇到了劉峙、方鼎英軍隊的反擊和攔截。顯然有報喜不報憂的傾向。1929 年 6 月 1

日，他返回總部向馮玉祥報告“得勝”經過。《馮玉祥日記》記載如下：

八點，孫良誠來，報告：一、追擊韓部經過。二、事前韓曾竭力聯絡龐炳勳，龐不

惟不受其運動，且邀擊之於黑石關，韓受此巨創，遂全軍潰散，隨其走者，不過數百人。

三、韓在陝州叛變時，因恐部下不服，乃假言奉總司令密令，向敵人假投降，及遭龐邀

擊時，兵士見對面敵人，原是本軍，多不肯打，故彼以兩萬精銳之師，竟戰敗於龐部數

千之眾。四、韓曾云，總司令禁止煙酒嫖賭，直視吾人為孩童，豈知一出門，即可逍遙

自由，變成大人。五、接張萬慶報告，伊與韓氏接洽，毫無頭緒。
①

看起來，韓復榘的軍隊是有驚無險。因為 6 月 4 日，他手下旅長李文田回歸馮玉祥，當

天《馮玉祥日記》記載：“余喜慰之，命即前往陝州，收容韓部傷兵。”
②
而後，馮玉祥多

次勸說韓復榘歸返，不計前嫌。但是，韓復榘、石友三二人的答復是：“因伊二人，鬧得西

北軍那樣困苦，深覺愧悔，無面再回。”
③

1929 年 5 月 27 日，馮玉祥再次記載他與馬福祥的談話：

韓復榘叛變，蓄心已久，蓋吾對韓，因相從二十餘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氣，且禁止

一切煙酒嫖賭好，而蔣在漢口見韓時，則張口向方，閉口向方，且用種種手段以牢籠之，

宜其視蔣待彼為親，而余為疏也。然彼又焉知疏者之為真誠，而親者之為虛偽耶。九點，

與石敬亭、曹森浩、宋哲元等同辦公，因囑其勸韓速回。十點，與李知遠等談孔子厄於

陳蔡事，以孔子之聖，而猶不見諒於季路，宜乎余之不見諒於韓也。
④

如此說來，蔣介石對韓復榘的爭取工作是早就開始了。這裏出現在馮玉祥日記中的的“蔣

在漢口見韓時，則張口向方，閉口向方，且用種種手段以牢籠之”，已經證明了馮氏本人當

心內心的猜疑和不滿。

馮玉祥開始使用孔子的典故來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解釋。同年 5 月 28 日，他在日記中繼

續寫到：

八點，石敬亭、宋哲元、曹浩森、魏書香、劉汝明、秦德純來，告以余對韓復榘事

傷心至極，決意通電下野，即日出洋。各師均歸宋哲元、石敬亭統轄整理，徐圖恢復。

宋、石等均竭力挽勸。九點，鄧哲熙派韓成泰、李繁增來，報告韓變情形。十點，與丁

漢民談，韓之叛變，實不明長官之用意也。十一點，電張印湘，轉詢石友三之眷屬，被

韓復榘帶至何處，馬鴻逵事可不談。
⑤

可見韓復榘的叛變對馮玉祥傷害之大！他居然要通電下野。從八點到十一點，馮玉祥在

三個小時時間裏不停的就此事開始出現心理崩潰。

1929 年 5 月 29 日，馮玉祥又反復表示：

韓、石事變，余為總司令而不知，余之過也。故余決心終身絕對不提及韓、石一壞

字，惟盼望其及早識破奸計，翻然回頭，免使余心常為掛念也。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3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39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39-640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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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5月 30 日，馮玉祥再次譴責自己：

韓、石之事，余事前竟不聞知，故未得設法勸阻防備，昏聵糊塗，一至於此。

同年 5月 31 日，馮玉祥又反復談及此事：

余對韓、石二人，只有愧，對彼等不起，掛念彼等將來危險，決不說彼等一個壞字，

使非吾昏聵糊塗，彼等又安肯捨棄一二十年患難之交而他適耶。

6月 15 日馮玉祥在日記中還在說明“韓之叛變，其咎在余一人。”

究竟馮玉祥哪里覺得對不起韓復榘了，他卻沒有明說。根據我們本書的考察和分析，應

該就是馮玉祥長期以來對韓復榘的猜嫉和打壓行為，使韓復榘徹底明白了馮玉祥對他的不原

諒和只使用而不信任的態度。而出自韓復榘口中的對士兵生存環境的憂慮，無非是導火索和

藉口而已。白崇禧對馮、韓關係有非常尖銳地分析：

馮玉祥所以失掉部隊之信任，主要因他禦將之術太壞。古人云禦將以禮，馮則以暴。

部下如有觸犯，動輒罰跪。……馮禦將之術，若不出潼關，尚可維持。一旦與革命軍接

觸，部屬見革命軍待人接物都是以禮，當然會生二心。
①

馮玉祥致死不明白這一點！

其實，根據我的研究，造成韓復榘在這個時刻決定反馮投蔣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

是當時韓復榘的母親已經病重，客觀上牽制了他的時間和精力，他不得不分心出來親自看望

和照顧病重的母親。一個多月後，韓老夫人就撒手人間、跨鶴西去了。而馮玉祥不聞不問！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郭松齡三年前為了結束軍閥混戰局面起兵反奉而亡的歷史事件，一直

深深刻劃在他的腦海中！作為一名軍人和軍事將領，他感到了自己的責任！

1929 年 6 月 7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十點，龐軍長炳勳來，報告在黑石關與韓作戰經過，並勸韓及早醒悟之信。余先獎

之，繼即自責，謂此次之變，實由此昏聵所致，余於韓無責也。
②

1930 年 2 月 22 日，正是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決戰之時，韓復榘則對馮玉祥有所表

示：

韓復榘請熊觀民送來兩萬元作余生活費，余收下派人送潼交鹿購買鞋襪，發給官兵，

並向官兵說明韓之誠意。
③

因此，馮玉祥、韓復榘二人關係顯得錯綜復雜。這裏，韓復榘顯然是在報恩。也正是在

此時，蔣介石已經注意到了韓、馮二人的再次聯繫問題。因此，他在 1930 年 2 月 15 日，擔

心韓復榘叛蔣的他還在致電陳調元，一起商討對韓、石二軍的軍事打擊計畫。
④

①
《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116-117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6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4 頁。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陳調元：注意孫傳芳行動及指揮對韓復榘石友三作戰計畫》，編號為

002-010200-000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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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2 年 10 月 6 日，馮玉祥已經下野後，韓復榘再次委託鄧哲嗣轉交給予馮玉祥的贈

款用於解決馮氏貼身衛隊的生存給養。
①

1930 年 2 月 2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現在西北軍已與韓、石兩部取得切實聯絡”，

而後，劉熙眾來見馮玉祥，再次告訴他“韓與石已有切實聯絡，專待各軍進攻即行表示，甚

盼余能出主軍事。”
②
可見，這時韓復榘已經暗中回歸了馮玉祥。

同年 3月 1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賈煜如秘書長來談：“韓復榘有和平通電發出，恐已被蔣軟化或挑撥，請速設法，

韓要山東，可力助之。至軍隊配置，擬請西北軍仍由隴海東出鄭州，向許昌一帶推進。

三集團軍則暫集中石莊、順德、新鄉一帶。”……三點，將致韓、石信交劉驥，請今日

即赴開封面交，並為詳陳利害，勿受蔣方軟化或挑撥，致變初志。……八點，陳繼淹來，

報告赴開封與韓、石接洽情形。又會韓代表劉熙眾談話。
③

同年 3月 2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百川來，談韓和平通電事。余告以韓素無主義，此電諒非伊本人所為，其中必有蔣

派作祟。盼火速進行軍事，籍釋其疑，庶或有挽回之望也。……宋（宋式顏）報告自開

封來時，韓、石對我來說表示非常好，惟對百川不無少許隔閡耳。
④

同年 3月 3日，馮玉祥在為歡迎閻百川舉辦的宴會上，韓復榘派劉熙眾代表自己出席。

同年 3月 5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八點，子良來，韓、石現無相當表示，恐已被蔣包圍。余謂：閻對韓、石和平通電

懷疑，此乃其本人態度曖昧所致，余不願多所表示。……倘我軍能推進至鄭州一帶，便

可與韓、石打成一片，在軍事上可操相當把握也。
⑤

馮玉祥又在隨後幾天日記中連續談到他對韓復榘、石友三和平通電其實出自蔣介石之手

的看法，並對閻百川的優柔寡斷表示不滿。而在同年 3 月 31 日日記中則記載石敬亭來見馮

玉祥，石敬亭則大談“韓復榘奸滑狡詐”。這應該也是馮玉祥的看法，所以才深得其心被寫

進日記。於是當天十一點，馮玉祥再次會見鄭繼成，“命轉語韓、石：辦國家事，不可算小

帳。算小帳，無有不吃大虧者。……刻令即回潼關，自應及早決定態度，共同反蔣。其餘前

帳，可一概抹去不再算也。”
⑥
其實，馮玉祥反復對韓復榘所說的“其餘前帳，可一概抹去

不再算也”話，反而會更加激起韓復榘的懷疑和恐懼，這只會加深韓復榘對馮玉祥的隔閡。

同年 3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還記載：

下午，會張化南、陳繼淹、段雨村，報告何其慎挑唆韓復榘情形。……柴春霖、熊

觀民來，謂韓意蔣倒以後，請余與閻總司令予以保障，志願向山東發展。余云：“果倒

蔣成功後，江浙富庶之區，且擬調其前往，況山東耶？”
⑦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4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5、126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9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30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33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38、139 頁。

⑦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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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是韓復榘在試探馮玉祥的真心。韓復榘的狡詐在此可見一斑。而馮玉祥也是深

知其心。所以立刻先許願“江浙富庶之區，且擬調其前往，況山東耶？”。第二天 3 月 22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又記載他的軍事部署和預見：

韓復榘態度動搖不定，將來孫殿英同韓衝突時，萬選才必助孫襲擊鄭州，斷韓後路。

至石友三，因與韓部團長等都很有關系，故不願打韓；韓亦表示願聽石指揮，韓、石可

不致衝突。
①

但是，馮玉祥對於韓復榘是又拉又打。就打的一方面來說：1930 年 3 月 23 日記載“萬、

孫正合力打韓”。第二天 3 月 24 日，馮玉祥則命令：“告秦紹文：石友蘭通電後，已派二

旅與萬夾攻韓，我軍應迅開，不上。”
②
同年 3 月 29 日，韓復榘軍隊被迫撤退到柳河。而萬

選才軍隊則開進開封。3 月 31 日，馮玉祥則認為“非先將山東拿下不可”。4 月 9 日，韓復

榘部下已經開始出現投誠。《馮玉祥日記》記載了張文彬來接洽投誠之事。5 月 18 日，馮

玉祥再次勸說韓復榘：“如趕速討蔣，則既往不咎；否則，於私於公，均將難白於天下後世

矣。”
③
為此，5月 19 日，他再次給韓復榘寫信。讓過之綱帶給韓復榘。

1930 年 7 月 18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了韓復榘對他的軍事反擊：“韓復榘忽由膠濟反

攻甚烈。”
④
但是到了同年 7 月 30 日，則是韓復榘軍隊敗局已定：“接閻總司令豔電：韓復

榘部全部潰退，王靖國軍占青州，現向譚家坊子追擊。韓已通電出洋，所部願請石總司令接

收。”
⑤
馮玉祥再次指責韓復榘讀書太少是在 1931 年 10 月 27 日，正是韓復榘大敗不久：

李長清由山東來，帶到韓的信件，內說對大局之意見，不過“無學問”三字而已。
⑥

不過，在馮玉祥的日記中，幾乎沒有人是能被他看上眼的。比如，他多次評價劉汝明是

“不讀書”、“魯莽軍人”。因此，這裏的“無學問”所指顯然是“不懂政治”的替代語。

1932 年 3 月 23 日，他乘車赴山東前一日之內連發三電：“一致蔣，一致汪，一致韓”。

內容不詳。24 日抵達泰安車站，韓復榘派人來接他。26 日，韓復榘等人來看望他。然後，

他“發兩電，一致政府，一致汪先生，為辭內政部長事也。”則這應該是 23 日發電的解釋

和重復。這裏的“政府”也就是蔣介石的指代。這是馮玉祥下野後在山東休養的特殊時期。

1932 年 4 月 10 日，韓復榘已經明確意識到需要再次擁護馮玉祥出山：

鄧仲芝先生從濟南回，為談韓復榘云：“非幹不可，已無路可走，擬聯合西北同人

擁馮”云。我告以“我不須要哪個擁戴，我自己幹自己的，希望他不要學石友三而失敗

也”。
⑦

“已無路可走”說明了當時韓復榘的尷尬處境。因為石友蘭再次叛蔣後，石和韓的密

切關係不得不引起蔣介石對韓復榘的猜疑。蔣介石認為：“石友三叛，韓復榘必動搖”，

於是他提前準備了“我方部隊部署應變之道”，實現“力助我軍破韓部”的效果。1929 年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47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51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09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86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02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16 頁。

⑦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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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蔣介石一日三次致電唐生智。要求他注意觀察韓軍態度。請見：臺灣國史館保

存檔案《蔣中正電唐生智等：指石友三叛跡已著，韓復榘、馬鴻逵態度不明，豫西各部撤

鄭州郾城》、《蔣中正電示唐生智：對石友三叛變，韓復榘態度不明。及我方部隊部署應

變之道》，編號為 002-010200-00016-020 和 002-010200-00016-023。

如此安排之後，蔣介石他還不放心，再次指點親信楊傑，下達命令要求他協助圍攻韓

軍。
①
在馮玉祥那裏，韓復榘就遭遇到了馮氏對他的不信任態度，現在蔣氏也同樣對他猜疑

很深！這讓他實在左右為難，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同年的 12 月 6 日，才過了三天，蔣介石

再次致電唐生智，已經準備要圍殲韓復榘軍隊了！
②
1930 年 2 月 15 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陳

調元，和他商討對韓、石二人的作戰計畫。該電文中，蔣明確說“恐石、韓先攻我津浦線”。
③
在韓復榘歸順中央的幾年中，蔣介石一直處在對韓又用又防的矛盾戒備心理和行動中。這

樣一來加重了韓復榘的回歸馮玉祥的心理和急切情緒。直到 1930 年 4 月 25 日，蔣介石才

暫時決定“但對向方兄個人，可一深信，切勿懷疑”。
④

1932 年 5 月 3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鄧仲芝由濟南來見他，彙報韓復榘、石友三近

況。同年 6 月 2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韓復榘來信，談論的是關於李曉圓保人之事。同年

6 月 1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韓復榘來電為了配合國聯調查團而遊泰山之事。馮玉祥決

定不見。因為馮玉祥認為“這是一群著洋服的強盜呵！他們是來強迫我國政府接受賣國條約

的”。
⑤

1932 年 7 月 18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韓復榘來，談話如次：一、各處雨水好。二、地方平安。三、非有條路不可。四、

款項夠用否的問題。我告韓以組織的事；陳真如有可敬佩之處；須注意保護色來作政治

鬥爭；你我均是窮小子出身，必須為窮苦同胞謀利益、幸福。
⑥

這裏韓復榘、馮玉祥談話變得十分樸實自然。但是這裏的“保護色”顯然就是指政治偽

裝。同年 7 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再次寫到：“保護色不預備，極易失敗”。同年 9 月 30

日，他在日記寫到：“韓之盲動，真是可憐。”這是他對韓復榘“無學問”的再次感歎。

對於這一時期發生的韓復榘、劉珍年的膠東之戰，1932 年 10 月 1 日，《馮玉祥日記》

又談到：

韓復榘之事，劉珍年可謂毫無深謀，多由衝動、盲動而來，名義不正大，外交無聯

絡，說打便打，如何不陷於絕境呢？
⑦

1933 年 3 月 12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楊傑等：指石友三叛，韓復榘必動搖，請力助我軍破韓部》，編號

為 002-010200-00016-027。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唐生智：謂“韓復榘石友三決無望照原計畫進行”，及十一路第三

第五師等作戰計畫》，編號為 002-010200-00016-054。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陳調元：注意孫傳芳行動，及指揮對韓復榘、石友三作戰計畫》，編

號為 002-010200-00023-002。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囑陳調元賀耀組：勿公開對石友三作戰計畫，但可信任韓復榘》，編

號為 002-010200-00027-017。
⑤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38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57 頁。

⑦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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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派郭文升來，談願聽指揮。我告以須與民眾合作，須為民眾謀利益，否則不

能算什麼。
①

這是韓復榘再次歸順馮玉祥的開始。

1933 年 8 月 14 日，韓復榘派車接馮玉祥離京。第二天下午兩點，《馮玉祥日記》記載：

韓復榘與省府各人在站候余，下車相與握手。後韓復榘邀余去其省府休息，故隨之

往。出站換汽車行，約行五裏許始入省府。余與復榘別相十月，今復得聚會，百感交集。

雖滿胸言語，實亦難以敘述，略告以途中事。……六時半，復榘談省府現製造新式輕機

關槍，每次可放三十發，工程極簡。聞述其用，且與普通者無異。余睹覽之，確吾國之

新械也。
②

1933 年 8 月 16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七時返府早餐。餐後與向方談在察舉旗抗日前後，抗日為責任問題，余在察之舉旗

抗日，是由於日本軍二十二日分三路進攻張垣，余迫不得已，乃私自舉義旗。
③

然後，在當晚舉行的西北軍戰士在魯濟工作者聚會上，馮玉祥再次長篇大論發言，其中

對於韓復榘，他談到：

現在山東的軍隊在韓主席指導之下，仍未減去西北時代之精神，大多都知道自己的

責任。我相信日本兵如能夠到山東來，一定不會象東三省那樣不抵抗，或者作熱河之假

抵抗的。前些時，我在張垣晤到一位山東朋友，那位朋友告訴我山東已不象往年那樣糟

糕啦！政治、軍隊都是從未見過的那樣。官不愛錢，兵不擾民。不猶如是，有時地方駐

軍替人民作工、造路。在麥忙的時候，替我們老百姓收麥，將其所帶有之農具盡借於我

們。我聽了就知道老百姓對於官兵的願望，在現下沒什麼大的企求，只要官不貪，兵不

擾害，渠等之願足矣。然而現在中國的軍隊，只要如這樣好的還沒有多哩！我們山東軍

隊已成中國模範軍人。
④

這是馮玉祥對韓復榘治理山東各項政策和成果的公開肯定。過去，幾乎沒有任何人的文

章中對此加以肯定、宣傳和關注。有賴於《馮玉祥日記》的記載，我們知道了韓復榘治理山

東有了如此成績！

其實，無論在主政河南還是山東，韓復榘都做成了很大的成績，有口皆碑。特別是他的

反貪、反匪、興辦教育和水利的具體務實的工作，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績，直到最近還博得

了西方學者的研究和肯定。比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教授鮑德威博士（David Buck）

出版了他的《中國城市變遷：1890-1949 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一書中，就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研究

和肯定了韓復榘治理山東的成績。這一歷史事實是不應該被無視和抹殺的。

1933 年 10 月 29 日，韓復榘在馮玉祥的隨身部隊送棉坎肩 1000 件。這真的是雪中送炭。

而且，根據 1933 年 10 月 31 日，馮玉祥在日記中根據記載：僅 10 月，韓復榘就送錢給馮玉

祥三次，共 13000 元用於他的生活。而當年 11 月則是宋哲元送給他 6000 元士兵伙食費。在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3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60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61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63 頁。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969535.Urban_Change_in_China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969535.Urban_Change_in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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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最困難的時候，韓復榘向蔣介石提議安排馮的工作、支援軍費以使馮歸順中央。請見：

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提馮玉祥在泰安情形，盼予相當名義並資助每月三萬元》、《韓

復榘電蔣中正：據張鉞電稱，感謝中央委曲求全擔任馮玉祥名義款項，及馮允就林墾督辦》、

《黃郛電蔣中正：據韓復榘電稱，馮玉祥已允就林墾督辦職，公署暫設泰安等語。惟經費由

馮指定辦理會計之人，出面與部接洽較為圓穩》、《汪兆銘電蔣中正：據韓復榘電稱，馮玉

祥已允就林墾督辦職，公署暫設泰安等語。惟經費由馮指定辦理會計之人，出面與部接洽較

為圓穩》，編號為 002-080200-00128-090、002-080200-00129-072、002-080200-00130-027、

002-080200-00130-054，可見，這一建議迅速被蔣介石採納，才出現了對馮玉祥的林懇督辦

一職的任命。

1933 年 11 月 4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韓向方昨夜來，擬今早來此。我告以要穩健，要和平，要準備，要人才，要組織，

不可受騙，而自己須以人民為主。寬、厚、信、實，為政之本，為人之本也。早起因韓

來未讀書。……先同韓談、梁談大局及年歲之不好，氣候之不良，人民之痛苦。……飯

後同韓談，韓言：“國家不了，人民不了，皆因經濟無辦法。蔣、宋之爭，為爭錢耳。

西南若干，我一定幹。CP 是為世界革命的，可敬佩者，在愛世界；其他帝國主義者，

愛國家者，雖落後，亦可佩服。惟我國人只愛身家而不問其他。故國家不能好，社會不

能安，實業不能興，一切不能好也”云云。我說：“極是。極是。”
①

他當時是保護韓復榘的。1933 年 12 月 2 日，馮玉祥甚至發現有人傳播韓復榘的講話，

他認為這些講話會引起對韓復榘的不利，就明確告知對方：

你不論對任何人說話，均說未見韓為是。
②

1934 年 10 月 22 日，韓復榘開始視察山東各縣教育。23 日，韓復榘和馮玉祥一起談論

義務教育的重要性。11 月 28 日，韓復榘再次來見馮玉祥，談“國家如此，不瓜分必成共管

之事”。
③

1935 年 6 月 20 日，韓復榘抓到了馮玉祥隨身部隊的幾個逃兵，立刻送交馮玉祥處理，

並將繳獲槍枝也歸還馮玉祥。同年 7月 8日，韓復榘弟弟的夫人來給馮玉祥送西瓜。可見當

時照顧馮玉祥的日常生活還牽扯到韓復榘的弟弟一家人。同年 7 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記

載：

午後，韓復榘主席來自濟寧，為看黃河口子水頭，距濟寧城約二十裏，此誠人民之

大災難也。
④

同年 9月 5日，韓復榘從濟寧來見馮玉祥。第二天見到來訪的李顯堂、鄧仲芝，他立刻

介紹了韓復榘的近況和打算。同年 9 月 19 日，鄧仲芝再次來訪，繼續談起韓復榘的打算之

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鄧仲芝提到他自己到過南京之事。馮玉祥特地記錄在日記中。幾

乎很有深意：難道是鄧仲芝去南京見了什麼人並彙報了韓復榘的打算和近況？

同年 11 月 11 日，馮玉祥到南京出席了“五全大會”。五全大會即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

表大會，1935 年 11 月 12 日至 22 日在南京召開。到會代表 405 人，主席團成員 23 人。於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19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39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41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77 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E%E5%8F%B3%E4%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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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任作主席團工作報告、蔣介石作政治報告、何應欽作軍事報告、孫科作中央執行委員會工

作報告、張群作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報告。

同年 11 月 15 日，馮玉祥在開會時見到蔣介石。當時蔣介石公開表示“對日非抗不可”

的態度。這些被馮玉祥詳細記載在日記中。因為馮玉祥親自出席“五全大會”。他自己表白

是“為救亡而來”和“為團結救國，不是為團結分贓而來”
①
因此，韓復榘對馮玉祥的態度

也轉而支持：他表示可以捐獻 500 萬現款和 1000 萬發子彈！
②
這幾乎是韓復榘的過半的家底

了。韓復榘的捨命陪君子（馮玉祥）的抗日態度已經明確表現出來。

1936 年 3 月 21 日，再次給韓復榘去信。具體內容不詳。但是同年 4月 3日，唐襄來見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則記載“知韓的謠言事實無其事”。
③

什麼謠言？即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韓復榘私下通日、準備山東自治的言論，顯然這些謠言

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很可能是出自日偽之手，製造混亂，達到逼韓復榘就範的目的。馮玉祥

開始對韓復榘有了自信。同年 4月 17 日，他公開對別人大談“宋、韓之外交如何很有天才，

很有忠心之事。”
④
這裏的“外交”，指宋哲元在北京處理與日本關係上的外交策略。這裏

的“忠心”指韓對國家的忠誠。

同年 4 月 25 日，韓復榘先後兩次來電，就泰山為西北軍陣亡將士立碑之事與馮協商。

可見韓復榘對西北軍的感情。

1936 年 10 月 19 日，韓復榘和馮玉祥在南京相見。所談內容卻是“天目山事”而已。
⑤
10

月 23 日，馮玉祥再次在南京約見韓復榘：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0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41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4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11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16 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E%E5%8F%B3%E4%BB%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5%BA%94%E9%9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7%B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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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了一段話，分三點：“一、抗日及求新知。二、擁護中央，見到的話不可外傳。

三，對宋須用力說之，使其與中央一致。”向方說“為金石之言。”我又獎向方三點：

“一、對內之治安；二、對外之不屈；三，辦災之新法。我與有榮焉。”
①

馮玉祥的上述三點是對韓復榘的全部肯定！而且，韓復榘的抗日態度已經表現得非常堅

決！而這時的宋哲元因為接受了蔣的“拖延時間、虛與為蛇”的秘密要求，反而讓馮玉祥以

為需要“對宋須用力說之，使其與中央一致”。

同年 10 月 31 日，馮玉祥的日記總結本月的大事，涉及到韓復榘的有兩件：

韓宅院內添東房四間、改房子一間。

韓之來南京，兩次會食，兩次談話。
②

足見韓復榘在他心裏的地位之重要。

1936 年 11 月 19 日，韓復榘來電向馮玉祥彙報“韓多峰有組織的事”
③
，具體何事，不

見細說。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18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21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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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韓復榘的軍事指揮能力如何

被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等人極為看重的韓復榘的軍事指揮能力究竟如何？根據

1922 年 5 月 1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九點至夜三點，聞槍聲甚多，請劉參謀長、韓營長復榘聽之。
①

可見，馮玉祥對韓復榘的軍事能力是相信的。他希望韓復榘可以從“聞槍聲甚多”之時

“聽之”而作出判斷。1925 年 11 月 8 日《馮玉祥日記》又記載：“五點，見韓復榘、程希

賢，令其回告鹿司令，北京方面，速退南口備戰。”
②
可見，馮玉祥的任何動作，都需要韓

復榘的軍隊給予配合和撐腰。1926 年 10 月 25 日《馮玉祥日記》再次記載：韓復榘來請示

“軍隊將如何開拔也”。1926 年 10 月 7 日《馮玉祥日記》又記載了他對韓復榘軍的關注：

“過之綱、張吉墉來談韓、石各部事。”
③
第二天日記，馮就記載：“六點半，對韓、石各

官長講話。”
④
也即是對韓復榘軍高級將領的勉勵和軍事部署。

1926 年 10 月 14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下午，韓復榘、楊兆林、鄭澤生來，規定開拔事。
⑤

1926 年 11 月 17 日面對“磴口陣地出事”之事，韓復榘提出：“應早到潼關，聯絡河

南各部”
⑥
。可見韓復榘的軍事部署能力。及時佔據潼關這一有利的地形、地勢，聯絡河南

軍隊，形成外包圍網。

潼關老照片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6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9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32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33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34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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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關地圖

還是在北伐戰爭時期，1927 年 4 月 5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又電張維璽、韓復榘

兩部，迅速前進。”
①
1927 年 11 月 7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六點半，韓復榘來，報告

作戰情形。”
②
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再次召集韓復榘開會。並肯定：

此次作戰，第六軍日行五十餘裏，襲擊敵人之背，因獲大勝，於此可見該軍將領有

智，部眾有勇。……韓軍長督戰城下，身冒炮火……
③

如此，對韓復榘的指揮能力和勇氣給予了嘉獎。這也是韓復榘晉升為軍長的記錄。“第

六軍日行五十餘裏，襲擊敵人之背，因獲大勝”的軍事指揮藝術，充分顯示了韓復榘在北伐

時代的軍事家才幹。而且，馮玉祥對韓復榘的信任和軍事能力給予了高度肯定。

同年的 11 月 11 日，馮玉祥再次嘉獎韓復榘軍：

八點起，集合韓復榘部連長以上官長訓話，略謂第六軍此次作戰，成績甚佳。由杞

縣至鄭州，日行百五十餘裏，迭挫敵鋒，俘獲無算，僅就所得之四列鋼甲車而言，亦足

敵四師之眾，厥功偉矣。惟頑敵尚在，責任未了，今以三事相囑，望注意焉：第一，要

繼續努力，不可稍有驕心，驕則敗矣。第二，要見利思義，軍人志在救國，非為貪利而

來，倘見利即趨，則掠人之財，無所不至，直土匪行為，何以對人，何以對己。吾聞前

方兵士，有得錶鏈者，此種行為，亟應取締，倘再發覺，必殺無赦。第三，要完成革命

事業，不可中途懷鄉，諸君多系豫籍，頗聞有懷鄉思歸者，此亦常情。然軍閥未倒，萑

苻遍野，暫時雖歸，亦不能安居樂業，孰與成功之後，解甲歸田，名利俱全乎。
④

這裏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日行百五十餘裏”說明了急行軍出奇制勝的出現在敵人面前，

立刻達到了“迭挫敵鋒”的效果。而且戰後居然俘獲了“四列鋼甲車”，這對一直缺乏重裝

備的西北軍來說，簡直就是福音。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14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90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90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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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戰鬥出現了“鋼甲車”，顯然已經點明了是在北伐戰爭期間韓復榘和張宗昌的軍隊

展開的作戰。當時張宗昌的軍隊唯一配備了“鋼甲車”的軍隊。“四列鋼甲車”分別被命名

為“北京號”、“泰山號”、“河南號”、“山東號”。

韓復榘軍俘獲的鋼甲車

1927 年 11 月 26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午後五點，接韓復榘電話，報告敵人於今日下午三點全線退卻，囑其猛追。
①

1927 年 11 月 27 日《馮玉祥日記》，馮玉祥在一次講話中說：“這次韓復榘在東路作

戰後，把他調往河北打謝玉田，又從河北調回，午後 4 點到鄭州，征塵未去、6 點便又上講

堂，且官長亦不能缺席，這是何等精神呢？”
②
同年 12 月 29 日，馮玉祥在鄭州飛機場閱兵

講話時說：“單就韓復榘一部說，在隴海戰事甫畢，即向河北去打，及至將謝玉田擊潰，復

調往豫東。軍事傍午，無片刻暇，苟非革命精神十足，萬難任此艱巨。”
③

1928 年 4 月 15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六點，電令韓復榘、童玉振等部，一齊加入前線，由彰德繞攻敵之後路。
④

4 月 17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八點，電各將領云，鹿鐘鱗、韓復榘，皆總指揮也，而韓受鹿命，是以連戰皆捷，

諸君健鬥功高，余所素知，而待人接物，務望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庶全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98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00 頁。

③
馮玉祥《馮玉祥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60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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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和輯，一心一德，打倒敵人不難矣。
①

通過上述幾篇日記的記載，在北伐戰爭期間韓復榘的指揮藝術和韓軍的勇敢和獲勝，已

經躍然紙上。

1928 年 12 月 12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八點半，開會。發對革命有殊勳各將官褒狀、匾額、墨水匣等獎品。計得獎者，為

鹿鐘麟、宋哲元、韓復榘、石友三……韓復榘曾助孫良誠抄敵後路，又解衛輝之圍，迨

與敵對壘彰德，所屬三師之團營長，多數傷亡，而韓復榘猶復氣宇豪邁，謂‘吾尚未抬

回，夫何憂何懼？’壯哉！
②

這裏特別點明了“韓復榘曾助孫良誠抄敵後路，又解衛輝之圍，迨與敵對壘彰德”的戰

爭局面和軍事戰術，而且，韓復榘的表現還在於“所屬三師之團營長，多數傷亡，而韓復榘

猶復氣宇豪邁”的將軍氣度。他的“吾尚未抬回，夫何憂何懼？”的答復，得到了馮玉祥的

格外讚美！

時任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組織處處長的簡又文後來評論說：

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 3 部實為二集團軍最精銳之師。戰時，孫常任前敵，逢攻

必克，夙有“鐵軍”之稱。韓、石二部則為全軍最驃悍、最驍勇善戰之師，常留在後方

作預備隊，一遇前線各方有困難，馮氏即指揮這兩個犀利無匹的鐵錐向前敵兇猛衝擊，

幾戰無不勝者。
③

1929 年 2 月 7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六點，會秦德純，令點詢韓主席剿匪情形。”
④
2 月 18 日韓復榘親自來見馮玉祥，“報告剿匪情形及民政廳力主建設，而財政廳則力主整

理財政，以至諸事難以進行”。
⑤
可見，馮玉祥對韓復榘的戰事的關心程度和獲勝的期待。

1930 年以後，韓復榘在歸順中央的情況下，多次成為作戰的主力，足見蔣介石對他的

軍事才幹的重視。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載：

中華民國十九年

五月一日 發佈討伐閻馮誓師詞，並頒發討逆軍戰鬥序列及作戰計畫，分我軍為四

個軍團，以韓復榘、劉峙、何成濬分任第一、第二、第三軍團總指揮，陳調元為總預備

軍團總指揮。
⑥

在這之前，蔣介石對韓復榘的作戰情況非常關心，並且逐漸放手使用。如：1928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致電電何應欽，針對韓復榘部忽入武勝關一事，決定展開軍隊部署：“自支

日起電令韓復榘十餘通，無一復。昨日忽入武勝關矣。”。
⑦
1929 年 4 月 2 日和 3日，蔣介

①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47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49 頁。

③
簡又文《馮玉祥傳》，嶽麓書社，2016 年，332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68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75 頁。

⑥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⑦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何應欽：對韓復榘部忽入武勝關事進行軍隊部署》，編號為

002-010100-00011-039。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javascript:go2(286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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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連續發多封電報催問韓復榘軍隊的出兵時間。
①
同年 5 月 15 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商討河

南作戰的應對問題。
②
1930 年 1 月 5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祝賀他出任北路前敵總指揮。

③
同年 3 月 6 日，蔣介石批准了韓復榘的作戰計畫，並致電他佔領黃河鐵橋。

④
同年 3 月 4

日，蔣介石決定任命韓復榘為豫魯勦匪總指揮。
⑤
等等。可見，投蔣後的韓復榘的軍事指揮

能力得到了蔣介石充分的信任。

可以說，北伐戰爭時代奠定了韓復榘的軍事指揮家的基礎。而主政山東時代則奠定了韓

復榘的政府領導能力。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令何應欽：注意馮玉祥等部行止促鹿鍾麟催韓復榘出兵》、《蔣中正

電令何應欽：飭鹿鍾麟促韓復榘出兵並將各省討桂消息轉馮玉祥》，編號為 002-010200-00002-014 和

002-010200-00002-016。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告何應欽：轉錄石友三致韓復榘電並斟酌豫省作戰因應之道》，編號

為 002-010200-00004-025。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賀韓復榘：任北路前敵總指揮討唐部盼與王均連接》，編號為

002-010200-00019-034。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佔領黃河鐵橋收復黃河北岸並和平接收冀察》，編號為

002-010200-00024-018。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詢何應欽等：擬以韓復榘為豫魯勦匪總指揮並請陳調元慰勉韓》，編

號為 002-010200-0002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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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歸屬閻錫山及其相互合作

1926 年 1 月 1 日，馮玉祥通電下野，國事由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嶽維峻等主持，

並聲明國民軍名義早已取消，這就造成軍隊的安置和去向問題。於是，1926 年 5 月至 8月，

韓復榘是在參加國民軍與晉軍在晉北大戰失敗後，轉而投靠閻錫山的。因為當時他的上司、

主帥馮玉祥正遠在蘇聯考察。

《劉汝明回憶錄》記載了當時韓復榘的真實想法：

快到綏遠不遠的一個鎮後，遇見了韓向方，向方攔住了我，把我拉到他司令部去休

息。向方和我說，他已經和石漢章商量好了，不再向西去，要去投閻錫山。我說：“那

怎麼成？打敗了仗也不能變節。”他說他們不是變節，是奉到命令不走，叫我和他們一

起。……再往西走是死路一條，由包頭到寧夏一千多裏路……不餓死也得渴死。
①

劉汝明及其回憶錄

閻錫山，字伯川，生於 1883 年 10 月８日,山西省五臺縣河邊村人。1902 年，閻錫山考

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 年，他被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他先後在東京振武學校、弘前

步兵第 31 聯隊和東京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了五年。1909 年，閻錫山從日本畢業返國後，又應

清庭朝考，得中舉人。回晉後，他任山西陸軍第二標教官，翌年任第二標標統。1911 年武

昌起義後，他在山西積極回應，組織軍隊也發動起義，被推舉為山西大都督。從此走上成為

山西王之路。1928 年４月，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四個集團軍，舉行“二

次北伐”，擊敗奉系軍閥。

①
《劉汝明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年，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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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的閻錫山

1926 年 4 月 11 日，國民軍第一軍將領韓復榘，聯合第三軍徐永昌、第五軍方振武等人，

一起致電吳佩孚及孫傳芳、閻錫山，請他們主持大計。曹錕則致電吳佩孚，提出“鹿鐘麟願

隸麾下，即派師長韓復榘赴漢口報告”。這是韓復榘最初歸順閻錫山的記錄。

1926 年 5 月 16 日，國民軍韓復榘等六路攻晉北大同一帶，晉軍將領商震等帶兵抵抗。

5月 27 日，國民軍攻佔大同，韓復榘帶兵南攻雁門。到了同年 9月 10 日，晉軍將領商震佔

領了包頭，國民軍韓復榘、石友三等只好率部投降。

1929 年 5 月 29 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通報韓復榘反馮後遭遇馮軍將領龐、孫二人軍

隊追殺之事。
①

1929 年 12 月 16 日，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4-0001-032 的檔案中

記載了韓復榘對汪精衛、閻錫山二人的真實看法，他“認為（汪、閻）非永久領導時局之人”。

與此同時，當年 12 月 29 日，在“討唐（唐生智）之役”結束後，蔣介石下令韓復榘等人軍

隊歸閻錫山節制。
②
這是韓復榘第二次歸順閻錫山的記錄。

第二天，韓復榘正式回電蔣介石：遵命接受閻錫山的指揮。顯然，接受閻錫山的指揮不

過是眼下韓復榘的權宜之計而已。

於是，1930 年 1 月 4 日，閻錫山正式委任韓復榘為北路前敵總指揮。第二天，這個任

命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但是蔣介石認為閻錫山的這一委任另有含義：

委韓復榘為總指揮，恐是（閻）驅韓之舉，於我軍無害，勿念。
③

這一任命是否真是閻錫山的“驅韓之舉”，還是蔣、閻二人之間相互更清楚彼此的行為

內心所想？該原始電報照片見如下：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閻錫山等：謂“龐炳勳孫良誠部聯襲韓復榘後，韓復榘、石友三二軍

於許昌會合再圖反攻”》，編號為 002-010200-00005-068。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10200-00017-030。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110200-000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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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內心大概其實也很明白這一處境！1930 年 1 月 14 日，韓復榘致電石友三，說明

他個人的處世方法：“閻錫山圓滑，如無徹底辦法當照弟法，擇一妥當立足地”
①
。同年 3

月 21 日，韓復榘致電孫良誠中明確點出了“閻之狡詐，已為國人共棄”的觀點，並且極力

勸說孫良誠“勸勿就副司令職”
②
。因此，閻錫山留給韓復榘的印象就是圓滑、狡詐而已！

同年 2月 9日，閻錫山再下令駐鄭州之晉軍孫楚師歸韓復榘指揮。

1930 年 2 月 22 日，韓復榘致電閻錫山，正式提出了他的部隊軍費給養額度“每月共一

一四萬”，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92-015。兩天後，韓復榘再次致

電閻錫山，進一步重申：

鈞電著職將所屬各部，每月最小限數呈報共計一一四萬。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92-016。而當年 2月 23 日答復卻是“按

月發一○六萬”，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92-014。相差不到十萬元，

顯然，韓復榘最後接受了這個額度，同年 2 月 24 日，韓復榘致電閻錫山：“電示按月撥予

一○六萬元，囑撥各部謹遵囑辦理”。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1-0092-017。

①
見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026-032。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0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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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成為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的閻錫山

1930 年 2 月 20 日，閻錫山先後四次致電蔣介石，指責他濫用武力、獨裁專權，建議他

應該交權於黨，軍隊再實行編遣。

同年 2 月 23 日，馮玉祥、韓復榘等各地將領四十五人通電全國，主張由中央委員組成

臨時國民黨幹部會議，成立新的中央政權。同年 2 月 27 日，第三路軍總指揮兼河南省政府

主席韓復榘，聯合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石友三，致電蔣介石和閻錫山，主張以和平手段，由黨

部解決糾紛，反對以武力來促進和平。這是韓復榘回應馮玉祥、閻錫山聯盟的最大行動。和

平通電代表了韓復榘的反對軍閥混戰的心理。

為此，馮玉祥在當年 3 月 23 日特別致電韓復榘：

我弟如能一致倒蔣中正，則閻錫山決無為難處。
①

但是，進入三月，在蔣介石的反復勸說下，韓復榘又決定支持蔣介石，公開準備配合蔣

介石的中央軍，進攻閻錫山的軍隊。畢竟歸順中央才是他的最後選擇。蔣介石興奮得當即通

知陳濟棠這一消息。
②
同年 3月 9 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韓復榘，強調事先和韓復榘商定的解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2-0034-063。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陳濟棠：因韓復榘石友三決定討閻，中央軍可乘機平定廣西後再行北

上》，編號為 002-010200-0002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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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閻錫山的方案不變。
①
由此分析，韓復榘這一時期實質上是蔣介石按插進閻錫山軍中的一

枚釘子。而馮玉祥的上述致電卻出現在當年的 3月 23 日。顯然太晚了，已經沒有任何實際

意義了。難怪當時石友三說：“韓復榘仍未徹底覺悟”。
②

1931 年春夏之際，閻錫山再次謀劃倒蔣。2 月 28 日，敏銳的張學良立刻致電蔣介石，

“請中央監視韓復榘等”
③
。同年 5月 27 日，閻錫山提出“擬以晉軍援助或公推韓復榘為領

袖”的方案
④
。於是這次，他決心聯合山東的韓復榘，形成山東、山西連為一體對抗張學良

和蔣介石的局面。同年 10 月 9 日，他派去聯繫韓復榘的代表賈景德致電閻錫山：“派往伯

常（即韓復榘）的人已有來信，謂伯常對八字條約極端贊成，現正在商定中。”
⑤
而韓復榘

的代表柴東生則轉達韓復榘的意見：“雙方合作認為確有必要。”閻錫山立即復電賈景德：

“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魯、晉切實結合，不易解決。伯常（指韓復榘）對八字條約既極

端贊同，即由彼起草，請諸人作證成立，以為解決北方基礎。”這次，閻錫山明確點出了核

心：“北方事非魯、晉切實結合，不易解決”。賈景德則發現韓復榘當時的猶豫心理：“與

向方接頭所最困難者，系彼甚願當首領而又知其實力、聲望不夠。彼始終意在平、津而與大

計劃上確有衝突。第一層是否僅一軍事領袖可滿其欲？”
⑥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理解韓復榘

的內心世界，他的反對軍閥混戰的意識一直也沒有消失過。

10 月 15 日，韓復榘的代表劉熙眾來到山西面見閻錫山，轉達韓復榘的四點意見：

一，從前向方與總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環境關係，請原諒。

二，向方知總座對彼甚關心，並知山東事晉方確能盡力援助，向方甚感動。

三，現在時局十分緊張，確有魯、晉聯絡互保必要。

四，聲明向方自知實力、聲望均不夠，決不敢做首領。

閻錫山則答復：

一，過去事余深知向方確有苦衷，請轉向方放心；

二，余為魯、晉共存及北方大局關係，所以時時替向方設想；

三，魯、晉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訪馮先生及宋、徐、楊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

回來決定；

四，軍事首領，向方應以大局為重，毅然擔任，否亦必須由向方另找一人擔任。請向方

萬不要推諉，致誤時機。余對軍政事不願再去擔任，此種苦衷出自本心，請向方決

勿客氣。

但是，雙方在合作過程中是各懷鬼胎。金以林在《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

一文則揭示：

閻錫山從天津執行部得到情報顯示：韓復榘擬以自己為領袖組織新直系，並有出兵

魯、直的計畫，僅將晉、察、綏三省劃歸為閻的地盤。針對韓復榘對晉閻的威脅，閻錫

山派駐廣州的另一代表潘宜之電閻建議：“西北軍似應有人統率，瑞伯久居津門，似應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告韓復榘：不論閻錫山問題如何解決，前所定方針不變》。編號為

002-010200-00024-025。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4-0004-033。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136-069。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147-054。

⑤
引見金以林《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一文。原載《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網路

轉發可見：http://jds.cass.cn/xrfc/xrsb/201605/t20160506_3327866.shtml
⑥
引見金以林《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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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其繼續參加討蔣。宜意請鈞座及德公向粵中央推任為國府委員。”瑞伯，即鹿鐘麟，

原是西北軍的第二號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鐘麟來壓制韓復榘。閻

當即復電錶示同意：“擬先派人徵求同意，得允許後，即照兄意辦理。”
①

原來，有人以為韓復榘打算自己建立新的直系。雖然這一說法很新，但是卻缺乏證據加

以支持。從前兩次歸順到第三次合作，閻、韓之間的關係緊緊圍繞著“利益”二字而來，最

後不歡而散。兩個地方軍閥之間的合作，很難有長久的和睦相處關係，特別是山西和山東二

省之間，一直是和少而爭多。這大概也是相聲段子《關公戰秦瓊》改編的社會基礎吧。

金以林在《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一書中主張：

當時北方實力派中除閻錫山的晉系外，力量較強的就是控制山東的韓復榘。韓是馮

玉祥部屬中最早叛馮投蔣的人。石友三反蔣之初，馮還一度“使人挑撥韓復榘部”，令

“韓極感不快”。此時韓復榘對蔣、馮二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更親近蔣介石而疏遠馮玉祥。

但當韓發覺蔣地位不保時，在韓看來聯合閻推倒張，還是有利可圖的。
②

其實，我們通讀這一時期全部的蔣、韓關係電文，可以發現：韓復榘並沒有想聯合閻錫

山的反蔣之心。韓復榘對於山東的獨大和中立態度十分滿意。因為根據 1931 年 1 月 1 日《馮

玉祥日記》記載：

閱《北平報•濟南通訊》謂：韓在魯一切政治設施悉本於余。某日在朝會中演講，

謂：“今日中國之人物，惟蔣總司令與馮先生可劃一等號。至於閻某，則不過如鞋跟之

塵土，不足掛齒也。”可謂妙言解頤。③

這段記載可以說明了韓復榘對閻錫山的真實看法。前文我們已經說過了，韓復榘對閻錫

山的真實看法，認為他“非永久領導時局之人”。

韓復榘的上述答復和行為其實更多的是敷衍而已。他強調的只是“現在時局十分緊張，

確有魯、晉聯絡互保必要。”並且一再聲明“向方自知實力、聲望均不夠，決不敢做首領”。

這最後一句話顯然是敷衍之詞。

①
引見金以林《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一文。見：

http://jds.cass.cn/xrfc/xrsb/201605/t20160506_3327866.shtml
②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24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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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韓復榘和劉珍年之爭

劉珍年，生於 1897 年，卒於 1935 年。字儒席，直隸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劉家莊

人。1921 年，他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他投身在奉系陸軍第一師李景林部下，先後任

排、連、營長。1925 年冬，他改投直魯聯軍褚玉璞部，任第十六旅旅長。1926 年秋，他率

部分親信投奔張宗昌。1928 年 4 月下旬，北伐軍打到濟南，張宗昌退到冀東，劉珍年隨膠

東防禦總指揮方永昌和副總指揮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統轄魯軍殘部開往膠東。不久部隊交

劉珍年率領，劉自此開始自稱軍長，自立門戶，有“膠東王”之稱。

“膠東王”劉珍年像

1928 年 9 月 17 日，劉珍年進駐煙臺，掛起青天白日旗幟，接受蔣介石授予的國民革命

軍暫編第一軍番號，任軍長兼第十七師師長。
①

1929 年 10 月 20 日，蔣介石下令給劉珍年軍補充武器彈藥。
②

1930 年 6 月 7 日，蔣介石再次下令給劉珍年軍補充武器彈藥。
③
但是，就是在同一天，

蔣介石又致電蔣伯誠：

聞劉珍年有電勸向兄不擁護中央之義。未知果有此事否？
④

蔣介石此事又是對人又疑又用、疑信參辦的狀態。這大概就是蔣介石的一貫作風吧。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劉紀文：已與宋子文磋商，准由北平長蘆運使籌百萬交北平行營。及

電何成濬暫准委劉珍年為第十七師師長等》，編號為 002-060100-00013-048。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煙臺劉珍年：所需子彈與馮象鼎妥商派員來領》，編號為

002-010200-00012-025。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宋子文：請速提用劉珍年七九步槍彈》，編號為

002-010200-00032-046。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10200-00032-0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4%E9%9A%B6/10211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5%AE%9A%E9%99%86%E5%86%9B%E5%86%9B%E5%AE%98%E5%AD%A6%E6%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99%AF%E6%9E%97/80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4%E9%B2%81%E8%81%94%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4%9A%E7%8E%89%E7%92%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E%97%E6%98%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BF%97%E9%99%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A4%A9%E7%99%BD%E6%97%A5%E6%97%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9%9D%A9%E5%91%BD%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9%9D%A9%E5%91%BD%E5%86%9B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115

同年 8月 19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通知他“昨已電京發劉珍年子彈十萬發”。
①

1930 年，蔣、馮中原大戰時，劉珍年已有精兵 3 萬。蔣介石搶先在徐州封劉珍年為國

民革命軍第十七軍上將軍長，贈款 30 萬。中原大戰中，蔣介石電令劉珍年支援韓復榘，夾

擊入魯晉軍。
②

與此同時，閻、馮則派人赴煙聯劉倒蔣，並送給劉珍年衝鋒槍 100 支、子彈 10 萬發，

許以晉軍第二十一路總指揮頭銜。而事實上，當時劉珍年是出兵牽制了韓軍。

在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中對於韓、劉之爭的背景解釋十分精彩：

1927 年 4 月 22 日，日軍撤出濟南，由孫良誠軍接收，但蔣介石為抑制西北軍的擴

張，不准孫接收富庶的膠東及青島、煙臺等沿海一帶，不給西北軍留出海口，這是馮玉

祥嗣後與蔣決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原大戰後，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蔣故技重

演，將青島交張學良海軍駐防，煙臺由劉珍年控制，還是不給第三路軍留出海口。
③

這因該就是劉珍年軍隊對於蔣介石來說的實際軍事價值。而蘇聖雄在《論蔣中正對膠東

之戰的處置（1932）》一文中卻主張：

膠東之戰發生的遠因，一因劉為韓心腹之患，另一為財政問題。關於前者，劉珍年

駐軍煙臺及膠東蓬萊、福山、黃縣、招遠、棲霞、文登、掖縣、萊陽、牟平、海陽、榮

城、平度等 12 縣，下轄一定數量的部隊。以韓來說，劉之轄區為獨立王國；劉對縣長

之任免，悉出己意，置上級省府於不顧，甚至企圖與復興社特務劉子建密議分化韓復榘

部屬，為韓獲知，故韓視劉為心腹之患，意欲除之。關於後者，膠東為魯省富庶之區，

又有海口，故收入頗豐，每月扣除開支，尚餘百餘萬元。劉在轄區自行收稅，送繳南京

及自用，不解省府。韓因之曾向劉提議三項，要求每月向省府解款 50 萬元、撥 5、6

縣歸省府管理、交還各縣統稅局，稅收歸財政部徵收。劉對此置之不理，韓十分氣憤不

滿。
④

蘇聖雄在《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一文中，把膠東之戰責任全部推給

了韓復榘。事實是否如此呢？而且，關於膠東之戰在此時開始的理由，蘇聖雄在《論蔣中正

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一文中進一步主張：

當時韓復榘甚為輕視劉珍年軍隊，乃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劉解決，迨中央

與各方知悉，膠東已入掌握，想亦莫如之何。且即便劉珍年在魯，或為蔣中正為牽制韓

復榘之佈置，然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將次發表，韓判斷中央顧及國際視聽，決不致擴大內

戰，不利於彼，故認為此乃短時期併吞劉珍年之千載難逢機會。⑤

顯然，蘇文的推論多於證據。代表了臺灣學術界和國內學術界的部分定論。那麼，我們

使用當時的日本檔案文獻，考察這個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麼？

1932 年 9 月 16 日，韓復榘赴濰縣佈置軍事，解決駐防膠東之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3-0071-040。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蔣伯誠轉韓復榘：就近催告劉珍年共同出擊》，編號為

002-010200-00039-021。
③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36 頁。

④
《國史館館刊》，第 28期，37 頁。

⑤
《國史館館刊》，第 28期，39 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E%9F%E5%A4%A7%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9%9D%A9%E5%91%BD%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6%B0%91%E9%9D%A9%E5%91%BD%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E%9F%E5%A4%A7%E6%88%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A4%8D%E6%A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5%86%9B/81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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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一天，按照當時在華日本情報人員密報給日本陸軍省的電文，卻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截

然不同的事實：劉珍年的軍隊搶先攻擊韓復榘在平度的駐軍。

見如下：

該電報保存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編號為 03023837900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該電報中文翻譯如下：

九月十六日劉珍年的軍隊在平渡附近攻擊了韓復榘的軍隊，韓復榘親自督戰，命令

其下屬的部隊緊急向濰縣進軍反抗。二者發生衝突的原因有各種說法。濰縣附近鐵路沿

線出現了大批難民。

我們也承認韓復榘一直就想吃掉劉珍年的地盤。見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

劉珍年盤踞膠東數年，根基已固，儼然“膠東王”，不容他人插手；作為蔣介石牽

制韓復榘的一枚棋子，背後又有南京的支持，更使其野心膨脹，夢想衝開膠東，走向濟

南，取韓而代之。對韓來說，盤踞膠東的劉，如同芒刺在背，寢食難安。韓早就想收拾

他！
①

但是，歷史事實卻是對方也一直想吃掉韓復榘，並且製造了先發致人之主動權。而且，

日本密電並非是故意顛倒黑白的。當時，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就曾向蔣介石發電文：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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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珍年兵變，已與韓軍在昌邑、平度間接觸。

這裏使用了“劉珍年兵變”說明了事情的起因根本不是韓復榘主動進攻劉珍年的軍隊。

這份電報保存在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55-156。

於是，1932 年 9 月 17 日，韓復榘與劉珍年兩軍戰於昌邑、平度。

劉珍年發佈的追捕逃兵的協查通報

為此，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天，韓復榘向山東各界發佈通電，說明他要消滅劉珍年的原因：

竊劉師長珍年駐防魯東，已曆五年……詎料前據密報，該防區內土匪有各股聯合於

九月一日暴動之說。及派員馳往偵察，並非土匪聯合，乃系一般民眾苦於該部敲剝，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誓將犧牲身家性命，合力驅逐，不與兩立……該師長駐紮期間……

民困弗知，時艱弗恤，只圖苛歛民財，充其囊橐，而區內土匪，肆行無忌，充耳弗聞……

查該師長盤據魯東，豺狼成性，近年以來，借籌餉為名，橫征暴歛，於防區紳民之擁有

資財者，概用綁票手段，勒索鉅款……又其防區各縣所收正雜稅款，統計本年已留用百

萬有餘……並且派員協商，分電院部撥款，俾資維持。惟軍隊既麋國家餉糈，而對於地

方人民，不加保護，有匪不剿，已屬罪不容誅……當此國難日趨嚴重，設不幸激成巨變，

惹起外交，牽一發而動全身，復榘何能負此重大責任也。
①

同年 9月 19 日，蔣介石致電陳誠發電，委託他詢問劉珍年的現狀：

須由弟用無線電密問劉席儒其決心如何，與能支持幾時。務屬其忍耐將事至最

後陣線，總以退讓為是。此為大局攸關，且劉系中央正式軍隊，為中央威聲計，自不

①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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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干預，請以此意告劉。
①

同一天，蔣介石還致電蔣鼎文，讓他帶領第 9 師做好干預準備。

當時支持韓復榘的一方濰縣各機關等則要求國民政府：

懇將劉珍年撤職嚴懲以拯民命而彰法紀，李樹春等懇中央明令褫奪劉珍年本兼各職

並飭第三路軍嚴拿究辦。

而支持劉珍年一方蓬萊等縣縣黨部等則是要求國民政府“乞懇和平效促雙方罷兵”。
②

同年 9月 20 日，行政院嚴令韓復榘、劉珍年停止軍事行動。其實，早在 1930 年 6 月 7

日，蔣介石就密電蔣伯誠，讓他調查劉珍年有無策動韓復榘謀反之事。
③

1932 年 9 月 21 日，蔣介石派代表蔣伯誠到山東約見韓復榘。同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

按此次對劉事件，如兄於事前商呈中央處置，本不難謀解決途徑，不意兄竟突然動

作，不特於對國內，對國際均足頓生不良之影響，尤其當此強暴憑陵之際，山東居華北

咽喉之重，萬一因此釀成巨變危險，何堪設想？中央正在設法解紛，務望吾兄懸崖勒馬，

制止軍隊再進，以免事態擴大，而留中央妥善處置之餘地。否則兄固以保國救民為懷，

恐戰端一開，結果外為敵人所乘，亦為國際輕蔑，而宗邦受害矣；內則鋒鏑蹂躪，民亦

被殃。賢達如兄，當非初願所及料也。除嚴電劉珍年退讓，毋得妄動外，謹掬心誠，幸

請三思。近日情況，仍盼隨時電告為荷。
④

而劉珍年在同年 9 月 21 日回電蔣介石申述：

韓復榘竟乘國難嚴重之期，暗遣重兵進襲本師。敝部與韓軍素無芥蒂，竟爾無故稱

兵，吾不知韓某是何居心！珍年為國家民眾計，為服從蔣委員長及何部長電令計，故將

前方部隊毅然後退，以明遜讓。……不意我退彼進，相逼益急，但恐最後部屬奮激，以

至忍無可忍之時，出而為自衛之計。則塗炭民眾，甘為戎首之責任，珍年決不能負其絲

毫。此種萬不可得已之苦衷，尚垂全國父老兄弟鑒而諒之，不勝欣幸之至。披瀝陳詞，

諸維亮察。
⑤

與此同時，韓、劉二人開始向蔣介石彙報對方軍隊騷擾百姓的電文越來越多了。同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3 日，劉珍年卻連續致電蔣介石，聲稱韓軍騷擾當地百姓。請見：臺灣

國史館保存檔案《劉珍年何益三電蔣中正等韓復榘到處擾亂擴大軍事行動請一致聲討》、

《劉珍年電蔣中正請迅予制止韓復榘部在招遠黃縣等地擾亂民眾》，編號為

002-080200-00058-039 和 002-080200-00058-029。於是，同年 10 月 2 日和 10 月 6 日，韓

復榘也開始致電蔣介石，聲稱柳軍騷擾當地百姓。請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

蔣中正轉報劉珍年部殘害人民情況》、《韓復榘電蔣中正報告劉珍年軍在掖縣騷擾情形》，

編號為 002-080200-00058-111 和 002-080200-00058-124。到了當年 10 月 10 日，韓復榘

①
見《蔣中正電陳誠：以韓復榘已進攻劉珍年，請劉務必忍耐。且劉既屬中央正式軍隊自不能不干預》，

編號為 002-010200-00071-033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1-072420-0003。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詢蔣伯誠：查明劉珍年有否電勸韓復榘不擁護中央事》，編號為

002-010200-00032-044。
④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45 頁。

⑤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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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致電蔣，舉報劉軍騷擾情況。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轉報劉珍年部

騷擾地方各情》，編號為 002-080200-00059-012。

正是在這一時刻，韓復榘軍隊後退。而劉珍年一面向張學良報告世態進展，一面從後面

包抄韓軍的退路。這一事實又被日軍情報人員清楚地寫進密電，如下：

該電報保存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編號為 03023839400。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該電報中文翻譯如下：

九月十八日在昌邑的韓復榘司令部，後退到了寒亭。同時在前線的韓軍步兵一團也

從前線後退下來。又，從西方輸送的兩列車士兵在朱劉店站下車後，緊急面對羊角溝方

向。因為劉珍年的軍隊已經在那裏準備從後面襲擊韓軍。九月十九日，劉珍年向張學良

良報告了準備和韓軍決一死戰的狀況。

這一重大的歷史事實，蘇聖雄在《論蔣中正對膠東之戰的處置（1932）》一文對此完全

不提。他似乎並不知道有這一事實存在？

同年 9月 22 日和 24 日，蔣介石連續致電蔣伯誠、何應欽二人，要求“務請韓復榘停止

軍事行動，以免中央為難”和下達“如韓復榘一意孤行，不服制止，決從嚴，不必顧慮”的

指 示 。 詳 細 可 見 臺 灣 國 史 館 保 存 檔 案 ， 編 號 為 002-070100-00027-064 和

002-070100-00027-077。同年 9 月 23 日，迫於民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和蔣介石的壓力，韓復

榘通電停止膠東軍事行動。同年 9 月 24 日，何應欽向蔣介石提出，將劉珍年部隊換防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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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①
誰知，同年 9月 26 日，後退反被偷襲的韓復榘再次決定繼續圍剿劉珍年軍隊。無奈而

又憤怒的蔣介石在同年 9 月 27 日致電韓復榘說：“魯事任由向兄解決可也！”同年 9 月 29

日，劉珍年致電蔣介石，要求“為中央誠信計，敢請速頒政令討伐，以除逆謀而絕後患”。
②
而蔣介石則回電答復說：“現時國難當前，諸事應從和平解決。已派蔣伯誠及要員力命韓

撤退。”
③

劉珍年聲討韓復榘的電報

1932 年 10 月 2 日，何應欽再電韓復榘、劉珍年制止戰事。第二天，戴笠致電蔣介石，

向他彙報說：

韓對中央不滿，謂：“迫令停戰無異袒護劉”云
④
。

同年 10 月 6 日，韓復榘回電何應欽，陳述劉珍年罪狀。這次，蔣介石則改為苦口婆心

勸說：

頃聞滬報載電通社五日東京電，日本陸軍省對現今中國之混亂狀態，其當局發表如

下之談話，反駁《李頓報告書》所言中國在發展之過渡期，謂山東省有韓、劉之衝突，

福建省則有省主席問題，十九路軍現方與當地軍隊爭奪中，又共產軍亦逞威跳梁，青海

之南部及西康被藏軍佔領，四川全省亦在混亂之中，致南京政府極感困云云。又查上海

《大美晚報》近載一評論，略謂韓、劉之爭城奪地，應受日本政府最高之獎章，因日本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電蔣中正：擬將劉珍年部調贛東或撫州，或可無形解決魯東糾紛增厚贛

省剿匪兵力》，編號為 002-08020005-6142。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57-111。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57-111。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5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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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可昭示國際，謂中國事實上並未統一，且可加強日本進取華北之決心等語。溯自膠

東問題發生以來，輿論沸騰，以為際此國難嚴重之時，竟有同室操戈之變，痛心疾首，

奔走呼號，冀能共勒懸崖之馬，力挽既倒之瀾，絕續存亡間不容髮。今強寇既以此聳動

國際之視聽，外報復大肆惡劣之宣傳，倘烈燃箕之禍，必遺噬臍之憂。兄等久曆行間，

飽經憂患，尚希養蓄部屬，以為國家幹城之寄，保元氣以振民族復興之機也！言盡於此，

幸各勉之。
①

1932 年 10 月 12 日，韓復榘、劉珍年兩軍連日在掖縣、萊陽等地激戰。雙方誰也不能

快速戰勝對方。同年 10 月 13 日，韓復榘、劉珍年兩軍停戰。同年 10 月 18 日，中華民國行

政院電令韓復榘、劉珍年遵照中央所定解決辦法。第二天，何應欽致電韓復榘、劉珍年兩軍，

撤退原防，指定掖縣、萊陽等五縣為劉防地，韓軍必須退出。當時雙方軍事人員發生了騷擾

當地百姓、違法亂紀等行為。同年 10 月 17 日，何應欽致電沈鴻烈：

煙臺附近劉珍年、韓復榘兩軍兵士，毫無紀律，肆行搶劫
②
。

又見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相關記載：

19 日國民黨中央以何應欽名義電令韓、劉停戰，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劃定雙方

防區：（1）自即日起，韓軍撤回濰河以西防區，限 26 日前撤軍；（2）劉珍年軍暫駐

福山、掖縣、萊陽、棲霞、牟平五縣及龍口；（3）蓬萊、招遠、黃縣、海陽、文登、

榮成、平度暫不駐軍，由原團警治安；（4）各軍移防後整飭軍紀，聽候中央處置。韓

方代表提出要劉軍撤出掖縣，而駐文登、海陽、榮成三縣；劉方則堅持維持原防。最後

由軍委會仍定為原防區不變。

軍政部的這個方案，貌似折中，實則對韓方不利。是時，韓軍已實際控制除掖縣、

萊陽、牟平、棲霞四縣以外全部膠東地區，而此方案卻要求韓軍從實際控制區撤出，還

要將煙臺、龍口劃歸劉部防區。更關鍵的是此方案隻字不提劉部撤出山東一事。韓見中

央明顯偏袒劉珍年，遂於 21 日向林森（國民政府主席）、宋子文（行政院代院長）蔣

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學良（北平軍委會委員長）發出“馬電”，憤而辭職。

文稱：“仰懇准辭山東省政府主席本職。復榘生性坦直，言必由衷，久隸帷幄，諒蒙洞

鑒，果尚有一線可行之路，決不作無端煩瀆之辭。”（上海《新聞報》，1932 年 10 月

22 日）韓復榘之辭職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各界人士紛紛要求息爭罷戰，且多傾向

韓。張學良、張群、劉峙、宋哲元等黨政要原都曾電韓慰留。
③

同年 10 月 21 日，韓復榘不滿中華民國軍政部劃定劉珍年部防地辦法，電辭山東省府主

席。這一天，蔣介石發出了這樣的話，代表了他內心深處對韓復榘的真實態度：

但余既有預定方針，且準備亦未完事，何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乎？忍之忍之，姑使

此劣徒在魯，以作掩護，可暫免倭寇之妒嫉而著急也。
④

日本的密電更進一步揭示：

①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50-51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217-027。

③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43 頁。

④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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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電報保存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編號為 03023849800。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該電報中文翻譯如下：

蔣介石唆使劉珍年反抗韓復榘、並且又向張學良下達了援助劉珍年打壓韓復榘的命

令。雖然有相互矛盾的各種傳聞，但是最後劉珍年被韓復榘趕出了山東，其結果則是加

大了韓復榘的勢力。如果蔣介石和張學良敢對韓復榘行使武力，顯然將對國際社會產生

不利的影響。韓復榘面對這一局面將如何安身？蔣介石和張學良二人與韓復榘矛盾的尖

銳化將會在更廣的範圍內產生動亂，這顯然將被普遍關注。

這封密電還提出蔣介石在幕後唆使劉珍年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這封電報中找到一些證

據，如下：1932 年 10 月 13 日，有人揭露：“悉劉珍年軍系蔣中正嗾使監視魯韓復榘者”。

相關記載可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216-062。而張學良對劉珍年的支

持，更可見如下證據：1930 年 11 月 18 日，張學良派東北軍參謀長來見劉珍年，讓他親赴

天津去拜見張學良，而到達山東的東北軍參謀長卻拒見韓復榘，相關記載可見臺灣國史館保

存檔案，編號為 116-010107-0108-042。可見日方檔案中揭露的內容還是有一定事實根據的。

同年 10 月 23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慰留韓復榘，並令其停止向劉珍年進攻。但是，陳誠

則認為：

查韓此次對劉，其目的皆在根本解決之，以得海口，而遂其華北領袖之野心。現劉

部據劉之參謀薑敦亨報稱，恐有不能久持之勢。韓之飾詞翻悔，亦即此也。惟劉被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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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後而韓既遂得海口之願，並有日本為其背景，恐華北從此多故，實非黨國之福。職意

對軍閥祇有根本解決之法，他無善法也。惟目前用兵所應攷慮者：（一）日本以中國內

亂或以中國政府無力平亂為藉口，何種影響國聯開會為大？（二）是否牽動華北問題及

剿匪有無大礙？職以為如華北無問題，對剿匪無大礙，我中央能指揮相當兵力，仍以武

力解決之為有利。當否仍乞鈞裁，職陳誠呈漾子印。
①

由此而來，蔣介石殺韓復榘之設想開始進入日程。最大的罪名就是“韓既遂得海口之

願，並有日本為其背景，恐華北從此多故，實非黨國之福。”

同年 11 月 8 日，韓復榘軍隊完成自膠東撤防。同年 11 月 14 日，韓復榘向中華民國軍

政部報告撤防完畢。同年 11 月 15 日，中華民國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下令：膠東劉珍年部開往

浙江。

1933 年 1 月 30 日，蔣介石下令：劉珍年部隊移動換防費用照發。
②
開到浙江後的劉珍

年，似乎已經喪失了繼續被利用的價值。同年 5 月 6 日，蔣介石下令扣留劉珍年。
③
同年 7

月，蔣介石以“擅離職守”罪軟禁劉珍年在杭州。

1935 年 5 月，顧祝同對劉珍年進行軍法會審。同年 5月 13 日，劉珍年在南昌被處決。

同年 6 月 2 日，國民政府《陸海空勤各項情報（二）》中公佈的消息是“劉珍年處決後，

軍心如常”。
④
兩年半後，韓復榘在武昌被處決。兩個立志建設山東的軍事將領相互爭鬥，

最後都慘死在蔣介石的分化瓦解政策的槍下。

下麵為《故陸軍中將劉儒席先生紀念碑》全文：

《故陸軍中將劉儒席先生紀念碑》

煙臺市市長馬鎮藩敬撰並書

民國十有七年夏，劉公儒席以軍長兼山東省政委員防守膠東，駐節煙臺。時公年甫三旬，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職。軍事餘暇，首以建設教育為先務。而海隅初公，平私赤立，規模既遠，

創始為艱。乃以兵代工，第修成煙青、煙榮、掖萊、萊龍、牟海五大公路。塹山堙穀，民不

知役。復以市內街道，極為淩藉，於是分別整飭。不逾時而市容嶄新，幾駕華北各大都會上。

至煙濰公路，原為北方模範路線，惟以迭遭內亂，殘破不堪。賴公大加修治，始得恢復舊觀。

蓋煙市為沿海巨埠，經濟文化之消化，鹹以交通為關鍵。開物成務，公之識早具及之矣！

煙市教育，政府向未注重。自公蒞止始，就自治區內分設公立小學五處。又於東山之麓，

買地二十餘畝，鳩眾捐貲，籌辦芝罘中學。一時生徒雲集，彬彬稱盛。洎乎事變，弦誦闕如，

而各校師生猶育貫傳習不少輟。即令之之市立第一中學，及原有之市立平安巷等五小學，是

也。

余昔宰掖縣，於公興學育才，亦嘗稍效棉薄；又實見公性沈毅，負文武材略，平居清廉

自勵，人不敢以似。待部屬嚴以濟寬，而曲有恩紀。至應世接物，則推誠布公，煦煦然作春

風。在軍多年，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治事。其刻苦耐勞、公而忘私之精神，間令人欽佩。

不置壯志未成，中道而稅，是可悲已！

公之歿也，為民國二十四年。越七載，余來長煙市，近將之任山東省民政廳長，感公之

有造於斯土，與煙人士之恩公弗衰。故書其梗概，勒諸貞瑉，俾過者考其事實，知有眾征無

①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56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陳儀：告以劉珍年部移防費照例發給，並催其遵令接防》，編號為

002-010200-00075-046。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令周駿彥魯滌平：扣留劉珍年，並令邢震南俞濟時監視其所部》，編

號為 002-010200-00083-029。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1-071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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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美雲。

公名珍年，河北南宮縣人。陸軍軍官學校八期生也。

中華民國三十有二年三月

該碑文原始照片如下：

劉珍年墓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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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韓復榘和蔣介石的親密時代

1928 年 7 月 11 日，蔣介石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吳敬恒、朱培德、鹿鐘麟、商

震、白崇禧、陳紹寬、張群、何成浚、宋子文、石敬亭、韓復榘、劉鎮華等高級將領在北京

開會，討論整理軍事方案及軍事意見書。

同年 10 月 2 日，國府會議決定“各集團軍縮編後以師為單位，不冠集團軍名義”，軍

事整改後，蔣介石任命韓復榘等為第二十師師長。 同年 11 月，國民政府廢除了軍事委員

會，以此作為裁軍的象徵，結束了北伐以來的軍事對峙局面。 同年 12 月 12 日，中政會通

過“以韓復榘繼馮玉祥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決議。

1929 年 4 月 8 日，韓復榘到漢口拜見蔣介石，並將其所部軍隊開回武勝關，緩和了河

南、湖北之間的緊張的對峙局勢。同年 5 月 5 日，為配合馮玉祥趕蔣介石下臺的方針，韓復

榘等通電擁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指責中央外交、三次代表大會及用人不當，要

求蔣介石去職。韓復榘下令炸毀武勝關隧道及彰河橋，搶先佔據軍事要塞。同年 5月 17 日，

蔣介石致電韓復榘，查詢炸毀武勝關及扣留隴海車輛之事。同年 5月 22 日，韓復榘等第一

次自洛陽通電蔣介石，表示服從中央指揮，不願放棄河南地盤，不想繼續隨馮玉祥西退。23

日，韓復榘電蔣介石表示服從，蔣介石覆電嘉獎，令豫陝甘各軍均歸其指揮。27 日，韓復

榘、石友三再次一致行動，通電擁護中央。

韓復榘通電服從中央後，1929 年 5 月 26 日，蔣介石當晚在南京寫日記，全文如下：

1929 年 5 月 26 日 星期日 晴 75

雪恥三六七，人定勝天，立志養氣，立品修行。

上午批閱，接韓復榘電稍慰。但未得其續電，而猶在洛陽，恐被馮逆所陷也。韓誠

國家之寶也，其可愛，尤甚於余本人之生命也。看《法國革命史》既完，擬復看一遍，

外出巡查馬路。下午假眠後回寓，批閱，晚宿於陵園，甚靜也。

1929 年 6 月 24 日，唐生智帶部隊到鄭州，與韓復榘部隊換防，韓到豫東地區。26 日，

中政會通過任命韓復榘繼續當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可見，蔣介石對韓復榘還是有所保留

的。因為武勝關的軍事意義！同年 7 月 13 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集韓復榘等召開軍事會議。8

月 20 日，蔣介石再次召集韓復榘等開會，討論對俄戰略問題。同年 12 月 3 日，石友三再次

叛蔣。蔣介石擔心韓復榘也要反叛，立刻致電楊傑，商討軍事對策。因為蔣介石認為：

石既叛變，韓必動搖，我軍腹背受敵，危險萬狀。
①

同一天，他再次指點唐生智，點明了韓復榘態度不明的問題。
②
同年 12 月 4 日，唐生智

卻發佈了《告全國將士書》，擁護汪兆銘和擁戴閻錫山。斥馮玉祥為專制魔王，只知有己，

不忠於黨，欺騙人民，應促其反省。第二天，韓復榘發出通電回應唐生智。而唐生智則當天

通電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並任命各方面軍總司令和軍長，他聯合石友三一起

反蔣。同年 12 月 10 日，針對韓復榘的通電回應，蔣介石致電楊傑等人，通報需要注意韓復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楊傑等：指“石友三叛韓復榘必動搖請力助我軍破韓部”》，編號

為 002-010200-00016-027。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唐生智：對石友三叛變韓復榘態度不明及我方部隊部署應變之道》，

編號為 002-010200-0001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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榘的動向。
①
同日，他又致電馬鴻逵，針對韓復榘最近來電用語十分謙恭，表示了警惕。他

實在搞不明白韓是否真心歸順他。
②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多疑和猜測心理。

1930 年 1 月 5 日，蔣介石任命韓復榘為北路前敵總指揮，開始討伐唐生智。
③
同年 1 月

21 日，蔣介石任命石友三為河南清鄉總指揮，歸韓復榘節制，命即移駐潁亳。
④
同年 3 月 6

日，蔣介石再委任韓復榘為討逆軍前敵總指揮，併發布討逆作戰命令，堅決阻止閻錫山出洋，

要求閻錫山在軍待罪。中原大戰爆發，3 月 29 日，韓復榘部不戰東退，萬選才部入占開封，

閻錫山任萬選才為河南省政府主席（韓為馮玉祥舊部，中央令調山東以對閻，避免與馮作戰）。

蔣介石再次委任韓復榘為冀魯豫三省剿匪總指揮。
⑤
同年 4 月 1 日，韓復榘與顧祝同、馬鴻

逵等會於兗州，商討山東防禦。同年 4 月 9日，蔣介石到徐州，與韓復榘、顧祝同、劉峙等

召開徐州軍事會議。兩天後，蔣介石委任韓復榘為第一軍團總指揮（統山東各軍）。同時委

派親信蔣伯誠出任討逆軍第一軍團總參議，力圖達到對韓的監視效果。按照蔣伯誠傳記載：

因為韓母介紹他和杜麗雲成婚，反而拉近了他和韓的關係。而實際上當時韓母已經逝世了，

真正的介紹人應該是韓復榘的如夫人紀甘青。同年 4月 12 日，駐魯西之韓復榘部與魯北之

陳調元部換防。

1930 年 5 月 12 日，韓復榘在濟南取守勢，阻止晉軍南下。同年 5 月 25 日，蔣介石致

電張學良，說明他個人可以支付韓復榘在張學良那裏訂購的武器彈藥，並希望可以立刻交付

使用。
⑥
同年 5 月 26 日，津浦線北段閻錫山部第二路軍傅作義率師南進，與中央軍第一軍團

韓復榘軍隊在禹城展開激戰。同年 5 月 30 日，韓復榘軍的旅長徐桂林陣亡。同年 6 月 1 日，

晉軍張會詔率師自山東東阿渡河，韓復榘部自魯北撤回黃河南岸。同年 6月 5日，韓復榘軍

與晉軍在濼口隔河展開激戰。同年 6月 8日，韓復榘軍隊連日與晉軍傅作義、李生達軍隊激

戰於晉城一帶，互有勝負。同年 6 月 25 日，晉軍馮鵬翥等率師佔領濟南，韓復榘東領兵退

到周村濰縣。同年 6月 29 日，晉軍王靖國部占膠濟路周村，韓復榘部隊全部退到濰縣。

1930 年 7 月 4 日，晉軍王靖國、李服膺等與韓復榘軍在膠濟路青州金嶺鎮淄河激戰。

當時，韓復榘曾給劉峙發電報：

你再不來救我，我退無可退，只有跳海了。
⑦

當時的情況，根據《劉峙回憶錄》記載：

自六月廿五日韓復榘放棄濟南，向周村、濰縣退卻，同時十五路軍馬鴻逵亦放棄肥

城、泰安，向兗州退卻，情勢危殆。
⑧

同年 7 月 11 日，膠濟線韓復榘軍反攻，與晉軍王靖國、李服膺、馮鵬翥師戰於淄河。

同年 7月 14 日，濟南商會會長馬良等奉閻錫山命到益都，勸說韓復榘。與此同時，馮玉祥、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楊傑：轉各軍師長說明情報顯示楊虎城孫殿英韓復榘等動向》，編號

為 002-010200-00015-032。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20200-00006-012。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賀韓復榘：任北路前敵總指揮討唐部盼與王均連接》，編號為

002-010200-00019-034。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石友三兼河南清鄉總指揮歸韓節制命即移駐潁亳》，編號為

002-010200-00021-024。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請古應芬：向國府諸委員商詢先派韓復榘為冀魯豫剿匪總指揮》，編

號為 002-010200-00025-063。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張學良：謂“韓復榘所定制步槍價款由其代發若製成先發解”》，

編號為 002-010200-00030-036。
⑦
見《劉峙回憶錄》，文海出版社，1982 年，97頁。

⑧
見《劉峙回憶錄》，文海出版社，1982 年，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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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友三也來電勸說韓復榘加入反蔣聯盟。韓復榘卻以“俟領得中央餉彈即可”來答復。但是，

煙臺劉珍年的軍隊卻進至平度高密，對韓軍形成包圍之勢。客觀上對韓軍形成了監視和牽制。

按照我們對蔣介石的瞭解，這樣的做法應該出自蔣介石的部署。同年 7 月 22 日，駐韓復榘

軍隊的中央代表蔣伯誠致電蔣介石說，如津浦線不於 7 月 26 日進攻，韓復榘將請病假，退

出戰場指揮。這是韓復榘自變相逼迫蔣介石動手。同年 7月 26 日，蔣介石致電朱培德：

先頭部隊到青島須早，可堅向方之志而振興士氣。
①

第二天，蔣介石立刻答復，決定先解決津浦線晉軍及克復亳州。同年 7 月 24 日，閻錫

山到膠濟路前線視察，張蔭梧率軍經廣饒、壽光迂攻韓復榘軍之右側。同年 7 月 27 日，韓

復榘軍放棄益都，退集濰縣高密。

韓復榘感謝信和蔣介石親筆批示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10200-0003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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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8 月 9 日，膠濟線中央軍協助韓復榘、李韞珩部反攻，晉軍後退。為了感謝中

央軍的增援，韓復榘特別致電蔣介石表示感謝支援並謙辭要他出任山東省主席的建議。而蔣

介石的批復則是：

惟魯省府事，中央早已決定，亦非中正個人之意，尚望吾兄勉為其難。
①

同年 8 月 17 日，韓復榘收復濟南。同年 9 月 5 日，國務會議改組山東省政府，以韓復

榘、李樹春、何思源、王向榮、張鴻烈、馬鴻逵、劉珍年等人為委員，韓復榘正式就任山東

省政府主席。

到此為止，閻、馮軍隊徹底潰敗。閻錫山、馮玉祥二人只好通電下野。怎麼收編和處理

西北軍，成了當時的一個大問題。根據當事人孫連仲的回憶：

十月六日，馮先生離開鄭州，渡黃河北去，我率部趕往新鄉，西北軍以鹿鍾麟為總

司令，我為副總司令，當時鹿給我電報，將高樹勳、張自忠師歸我指揮。這時我們請劉

驥去向馮先生請示，看下步怎樣辦？劉給我電報祇有四字：“西望長安。”不知用意何

在？這時鹿要上火車去天津，我趕到車上留住他，他說他要走，請我收拾部隊，我說“我

也想走”。那知他走後，長官們都包圍著我，不讓我走了。我再請示馮先生，馮說：“部

隊聽話，叫他們向西走”，並且說“我會去那裏”，結果部下不信，大家走了一段又回

來了，他們說總司令不走，所以他們也不要走，弄得我毫無辦法，只好以國家為重，聽

從中央安排。
②

1945 年孫連仲與蔣介石合影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韓復榘電蔣中正：申謝厚遇並謙辭山東省政府主席》，編號為

002-020200-00009-064。
②
《孫仿魯先生述集》之《口述歷史》，孫仿魯先生九秋華誕籌備委員會出版，1981 年，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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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連仲，生於 1893 年 2 月 2 日，卒於 1990 年 8 月 14 日。字仿魯，直隸省雄縣（今河

北雄縣）人。家庭出身是當地有名的武秀才。1912 年，他報名參軍，成為一名炮兵。1914

年，加入西北軍後，他先後被任命為炮兵連長、營長、國民軍第一炮兵旅旅長、騎兵第二師

師長。參加國民黨北伐，擊敗了直軍、奉軍。1928 年 9 月，國民政府任命他為第一任青海

省政府主席。1929 年 8 月，他轉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敗北後，孫連仲在韓復榘的

斡旋下，接受蔣介石的軍事重編，被任命為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抗日戰爭爆發後，孫連仲

任第 2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 1 軍團司令。1945 年，他晉升為第 11 戰區司令長官。1948 年，

他轉任首都衛戍司令。

事實經過很復雜，根據何智霖《1930 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一文的考證：

孫之投效中央是透過韓復榘與南京中央搭上線。整個過程處處可見韓復榘的精心策

劃與安排，並予以大力擔保。比較令人好奇的是李漢輝的角色。李漢輝原是孫連仲的參

謀處處長，10 月中旬，孫派李赴濟南請韓復榘代向中央接洽改編事宜，但在韓復榘的

安排下，他竟赴南京晉謁蔣中正，獲得中央重視的程度，遠非稍後抵達的全權代表李炘、

冉寅穀所能比擬。足見李漢輝於孫連仲投效中央之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文

無意否定李、冉兩位全權代表，也無意凸顯李漢輝的重要性，而是覺得在追求歷史真相

的目標下，不應對韓復榘的策劃及李漢輝的角色有所忽視，更應將孫連仲投效中央之史

實予以厘清。
①

1930 年 10 月 13 日，孫連仲致電韓復榘，希望給予殘存的西北軍軍隊指出一個出路。

並派自己的參謀李漢輝處長親自來濟南面見韓復榘。10 月 16 日，韓復榘經過兩天思考後，

正式給蔣介石發密電《韓復榘電蔣中正：言孫連仲派李漢耀欲擁護中央祈速予名義及駐防地

點》，他向蔣徵求對於此事的處理意見：

今日孫連仲派其參謀處長李漢輝來濟，面稱馮、鹿均已遠走，西北軍在河北部隊約

五六萬人，統歸孫指揮，現欲擁護中央，意頗誠懇，且孫為人甚忠實，職對孫一切事，

決敢負全責擔承，較石漢章更為堅決。祈速予名義及駐防地點，俾有所遵循。職擬請伯

誠兄偕同李漢輝於巧日晉京面稟。如何？盼復。
②

韓復榘與孫連仲私交甚篤，韓復榘的仗義和友情之心，還有他的孝忠蔣的行為可以一覽

無餘。第二天的 17 日，韓復榘立刻給孫連仲致電，加以說明和勸導：

李處長漢輝同蔣總參議伯誠，於巧日赴京謁蔣總司令。爾後如中央發表弟之名義及

駐紮地點，請我弟即通電就職，遵令向指定地點開拔。諸事自有兄負責，請勿過慮。

當時的《申報》1930 年 10 月 19 日也正式報導：

孫連仲之代表李漢輝抵達濟南，面謁韓復榘、蔣伯誠，請其代向中央接洽投誠事宜。

中央覆電應允。本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中正令其總參議蔣伯誠偕李到京商洽

辦法。

同年 10 月 21 日，蔣介石回電韓復榘：

①
《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1集，83 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20200-000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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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4%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5%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8%E9%9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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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5%E7%9C%81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E5%A4%A7%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B0%E7%88%AD%E7%AC%AC%E5%8D%81%E4%B8%80%E6%88%B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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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孫仿魯，宜告其對鹿絕言信用，如仿魯部能移駐魯西，聽命中央，則可；若有

鹿率領西北軍投誠，中央絕難信任也。請以友義，再告仿魯，何如。

實際上，到了 1931 年 1 月 19 日，蔣介石已經考慮安排孫連仲派到江西去圍剿蘇區了，

並且正式劃撥開拔費。
①
同年 1 月 23 日，韓復榘再次致電蔣介石，闡明孫連仲軍隊立刻赴任

江西的困難，希望可以延遲到 2月 15 日以後。而蔣介石則在同年 1 月 28 日回電，希望韓復

榘想辦法協助孫氏帶兵到任。

由此而來，誠如何智霖《1930 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一文的考證：

孫連仲抵達豫北後，為解決燃眉之急，曾先後向同是西北軍出身的石友三、韓復榘

求援。孫向剛由魯西退抵豫北的石友三求援，純粹是為了糧餉，惜分文未獲。向山東省

政府主席韓復榘求援，則除了糧餉之外，還請其代向中央說項。或許是基於“西北同源”

之立場，韓復榘、石友三於 1929 年 5 月投歸中央後仍與孫連仲等西北軍袍澤時相往來，

是以此際石友三之再投中央與孫連仲之投效中央均由韓復榘向中央說項。②

在韓復榘因為逃跑被殺之後，作為韓復榘的老友的孫連仲，在著名的臺兒莊戰役中，殺

出了威名！一舉博得了蔣介石、李宗仁等人對他的一致贊許，更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好評！也

為韓復榘和西北軍出了口氣。這是後話了！

孫連仲在臺兒莊戰場看地圖（左） 孫連仲和李宗仁、張群合影在臺兒莊（右）

為了報答韓復榘，1931 年 1 月 1 日，在蔣介石安排下，國府授勳寶鼎勳章給韓復榘等

八十八人
③
。同年 6 月 15 日，在國民黨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韓復榘當選為國府委員。

但是，石友三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開始了再次反蔣之心。這時，蔣介石則試

圖通過韓復榘來消滅石友三，達到以毒攻毒、借力打力的效果。也想以此考察韓復榘對他的

孝忠程度。在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編號為 002-010200057-048 檔案中

就記載了“向方已願就魯豫清鄉督辦”這一職務的歷史事實，也就是出任負責清理石友三叛

軍。按照金以林《從反叛到瓦解——石友三 1931 年反蔣失敗的個案考察》一文的研究：

此時韓復榘的態度的確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著很深的歷史關係。中原大戰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示孫連仲轉韓復榘：蔣伯誠謂以韓留魯孫赴贛剿共為宜》，編號為

002-010200-00055-004。
②
《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1集，92 頁。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1-03511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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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韓復榘的實力不但沒有受損，反而因助蔣有功而獲委山東省政府主席，他是閻、馮

兩部眾將領中唯一獨佔一省地盤的封疆大吏。但此時的韓復榘只是口頭上敷衍石友三，

並不想改變現狀。
①

1931 年 7 月 1 日《蔣介石日記》記載：

韓向方之存心令人無從捉摸，則北方安危亦無從捉摸矣。

在這裏，他把韓復榘和北方安危局勢聯繫起來，足見韓復榘和山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

重要。但是 1931 年 7 月 14 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告訴他，韓復榘說石友三遲早必發動反

叛：

向兄謂：“石前日開旅長以上秘密會議，不准程希賢列席。張學良及張化南極力鼓

動石速動。認其遲早必變動”云。職查向兄必將保魯境，守中立態度。近對東北較諒解，

對石表不滿。既難就範，請及早戒備。
②

蔣伯誠的這封電報和韓復榘的態度，讓蔣介石逐漸感到放心。同年 7 月 21 日，蔣介石

給韓復榘回電：

石既通電叛變，政府不能不明令討伐。請向兄即照前電從速進行，將石改編。石部

以及其番號歸向兄全權辦理可也。
③

同年 7月 24 日，韓復榘回電蔣介石：

劉主席巧日通電，極表同情，現正擬拍發回應，通電稿即日擬就，主行發出。

以上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卷，親批文件），編號為

002-07010002-075。

這時候，韓復榘的態度已經明朗了。蔣介石見到後，立刻回電繼續申明由韓復榘改編石

友三軍的話。

1931 年 8 月 9 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山西問題的解決方法時，曾主張：

山西方面自閻錫山回來以後必將謀叛，余應決定辦法：一積極進攻；二消極則不

發餉。但第一項積極辦法必先徵求張學良與韓復榘之意見後再決可也。
④

這裏，蔣介石再次特別提到了韓復榘，可見當時韓復榘在他心裏的重要地位。

同年 12 月 15 日，蔣介石作出了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陸海空軍總

司令各職而下野的決定，韓復榘則早在 12 月 6 日就委託蔣伯誠致電蔣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①
《近代中國》，2004 年，第 156 期，84頁。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51-036。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邵力子：石友三已叛，應明令討伐石部。番號餉項由韓復榘處理》和

《蔣中正電邵力子：謂韓復榘部暫不移往德州之因及石友三部解決後仍歸韓復榘部》，編號為

002-060100-00038-024 和 002-010200-00059-028。
④
《事略稿本•1931 年 8 月 9日》，臺北“國史館”特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之“文物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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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兄表示決心服從鈞座，他方來人接洽僅與敷衍而已，並對鈞座貢獻意見三點：一、

粵方全部來京合作為上策。二、粵方一部來京合作，聯絡黨外人才赴國難為中策。三、

萬不得已離開中央，暫駐洛陽，整頓北部。使搗亂者對內對外無辦法時，再出負責為下

策。請鈞座切，實準備等語。
①

蔣介石見到後立刻回電：

向兄所見甚是，當照此酌辦也。
②

1932 年 6 月 30 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說明韓復榘可以信賴，山東沒有任何問題。蔣

介石回電：“向兄態度鮮明，中所深信。未知北方有何謠傳？此間並無所聞。”
③

1932 年 8 月 15 日，中央委員會談話會決定：韓復榘再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這

個職務使韓復榘成為國民政府認可的北方軍事力量的重要的實權人物。

早在 1925 年 7 月 1 日，國民政府成立時就已經接受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

於政府改組決議案》，該議案最重要的內容就是：

設置軍事委員會掌理全國軍務，以委員若干人組織會議，並於委員中推定一人為主席。

凡關於軍事之命令，由軍事委員會主席及軍事部長署名在軍事委員會內設軍需等處，分

掌職務。
④

1933 年 4 月 18 日，韓復榘電蔣介石：“據報關東軍小幾參謀長十一日抵大連，十三日

赴東京出席參謀長會議”
⑤
。可見，這時韓和蔣之間的對日態度是一致的。同年 5 月 3 日，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韓復榘經蔣介石推薦，當選為行政院駐

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同年 5 月 16 日，韓復榘再次致電蔣介石：

外寇日趨緊迫，如每師抽五百名，殊與建制精神影響太大。可否由魯省代招三千人，

運保補充。
⑥

1934 年 2 月 19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近來日本要人往來華北頻繁，其用意為值偽

國改帝制，探察國人心理並藉示聲威”
⑦
。同年 6月 4 日和 6日，謝勷兩次致電田頌堯，說

明韓復榘將很快來江西面見蔣介石，彙報工作。請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謝勷電田頌堯：

悉韓復榘將赴贛謁蔣中正，華北一切謠言可息》和《謝勷電田頌堯：悉韓復榘已於今晨赴贛

謁蔣中正，力表擁護中央》，檔案編號為 116-010108-0282-025 和 116-010108-0282-024。

於是，1934 年 6 月 7 日，韓復榘乘飛機到南昌，拜見蔣介石。同年 7 月 7 日，蔣介石

考慮當時日本正急切地想“以黃河為中心、山東為根據地，侵略我中華”。於是，他計畫：

韓復榘來見時，應與說明國法責任及與中央共同存亡之意。並指示以守備方針。
⑧

①
《1931 年 12 月 6 日蔣伯誠呈蔣主席》，見《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介石檔案•革命文獻”。

②
《1931 年 12 月 6 日蔣伯誠呈蔣主席》，見《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介石檔案•革命文獻”。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蔣伯誠：深信韓復榘態度光明勿信謠傳》，編號為

002-070100-00026-090。
④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 14號，1925 年 6 月，180 頁。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77-051。

⑥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087-050。

⑦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148-113。

⑧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200-0001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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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 24 日，蔣介石在濟南接見韓復榘等山東政界高官。兩次見面所談全是山東的

對外政策和戰略部署。

當年 11 月，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親自來山東看望韓復榘及其家人。下麵這張照片就是

當時韓復榘二夫人紀甘青陪同宋美齡在珍珠泉大院觀魚合影。

為此，1934 年 11 月 15 日，蔣介石特地致電韓復榘表示感謝。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

《蔣中正電韓復榘：承蒙照顧宋美齡，不勝感激！並請代謝尊夫人》，編號為

002-080200-00192-030。電文如下：

濟南韓主席，寒申電悉。內子承優待，甚感（謝）並請代謝令夫人為荷。中正。

紀甘青，是韓復榘的如夫人，著名河南墜子演員。說到這裏，我們再看看國內著名的百

度網站百科欄目她和韓復榘介紹，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紀甘青，是河南源河一帶的名伶，唱得一口好聽的河南墜子。1928 年 10 月，韓復

榘駐軍河南，由於幾度想當省主席，屢屢不能遂願，在灰心喪氣，精神消沉，心情不暢

之時，尋歡作樂的惡習開始發作。徐水仙這時才 28 歲，正是青春佳人，尤其是她說唱

時，銀鈴一般的嗓子和招徠顧客那種親密勁兒，更使人為之陶醉。韓復榘對她一見鍾情，

三番五次請她來唱堂會。韓復榘的用意是多多接觸，瞅住機會下手，弄到自己身旁當二

姨太。韓復榘弄到徐水仙後，終日迷戀酒色，逗笑取樂，以此來發洩他當不上省主席的

憤懣。

如此嚴重脫離歷史事實的知識，我們不知道這樣的網站是如何普及歷史知識的！見如下

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9D%A0%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A4%8D%E6%A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A4%8D%E6%A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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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7%94%98%E9%9D%92
當然，需要指出，該網百科欄目對韓復榘的歷史介紹，還是有可取之處的。見如下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A4%8D%E6%A6%98
1935 年 3 月 27 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命韓復榘為二級上將。

1935 年 3 月 27 日《申報》原始報紙照片

但是，隨著華北局勢的復雜和緊張，蔣介石對韓復榘的態度開始擔心。

1935 年 9 月 29 日《蔣介石日記》記載：

倭寇多田宣言，詈罵詆毀，對我黨國誣衊極矣。其政府又聲明取消此種蠻橫威逼。

倭情上下既背離，內外又矛盾，其亂亡將不旋踵而至。惟國人識淺，魯韓態度可慮耳，

華北偽組織醞釀，其必出現乎。

這裏的“魯韓態度可慮耳，華北偽組織醞釀，其必出現乎”就代表了他對韓復榘參與聯

合自治的擔心。1934 年 1 月 5 日，劉峙就致電蔣介石：“請防韓復榘將於華北各省實行聯

省自治，及可否以張學良牽制魯晉兩省”
①
。1935 年 10 月 5 日，根據秦孝儀《總統蔣公大

事長編初稿》一書記載：

公聞華北情勢日急，決對韓復榘（山東省主席）曉以利害、毀譽與輕重之理，並明

告其倭對華以不戰而屈之戰略，吾人必以戰而不屈之戰略應之。蓋日軍此時在華北積極

進行所謂“華北政權獨立運動”，正分化閻錫山、韓復榘等，並聞日軍軍官岡村、阪垣、

多田、磯穀等將在津秘密會商，恐不久華北將生變化也。
②

當時正是日方頻繁向韓復榘施壓，要求他影響日方提出的“華北政權獨立運動”之時。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200-00143-054。

②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A%E7%94%98%E9%9D%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A4%8D%E6%A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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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 15 日，蔣介石致電熊斌，明確點給韓復榘，他準備“對華北負其全責，決不使華

北各同志獨任其難”：

大連會議以後，無論對方如何態度，而吾人總宜鎮靜處之。中在中央一日，必對華

北負其全責，決不使華北各同志獨任其難，然最後之處置與決心，不可不堅定，蓋成竹

在胸，即可主動在我，一切運用，皆可自如，望以此意轉告明軒、啟予、向方諸兄，何

部長大會以後，必回平也。

為了保證中央支持韓復榘抗日，1936 年 8 月 14 日，蔣介石特別下令，要求必須給韓軍

足夠的武器！證據請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囑何應欽：分期發足韓復榘所需軍械》，

編號為 002-010200-00164-037。

——糾纏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從韓軍撤走了重炮武器才造成韓復榘主動逃跑的傳言和觀

點，可以休矣了。

1936 年 7 月 13 日，二中全會決議：組織國防會議，韓復榘當選為國防委員會委員。

同年 7 月 15 日，韓復榘代表攜蔣介石函自南京回濟南。同年 7月 25 日，韓復榘函復蔣介

石，表示始終服從擁護。當年 7 月 30 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決定：

韓向方處可否派一相當之人常駐魯，以資聯絡？請代物色此人。
①

這既是蔣、韓關係親密的象徵，也是韓接受蔣合法監視的開始。

同年 10 月 16 日，韓復榘到杭州，拜見蔣介石，商討華北問題。同年 11 月 18 日，蔣

介石致電韓復榘，說明明日到達濟南與他見面，並讓他嚴加保密。第二天，蔣介石到濟南

晤見韓復榘。並在洛陽機場發電報通知他。
②
同年 12 月 13 日，孔祥熙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既

定國策，共濟艱難，並另行分電韓復榘等，盼共挽危機。

同年 12 月 23 日，署名“宋哲元、韓復榘”聯名通電，主召開國是會議，呼籲和平解

決西安事變，這就是所謂的“漾電”。實際上，此電系出馮玉祥舊部何其鞏等所為，究竟

如何，請見下章。同年 12 月 28 日，宋哲元、韓復榘代表到南京拜見蔣介石。

1937 年 2 月 10 日，韓復榘在前線指揮作戰時，馬受驚而使他負傷墜地。蔣介石立刻來

電詢問傷情，並且關心地讓他“務望靜養”。
③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10200-00103-085。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告韓復榘：已抵洛陽》，編號為 002-010200-00168-035。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韓復榘：問候墜馬傷勢》，編號為 002-010200-0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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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同年 6 月 30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進一步讓韓復榘對中央政策放心，通知他“日人

在華北將有舉動，與沈鴻烈聯繫，中央必隨時赴援”。同年 7月 24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

他得到軍事情報，日軍將進攻濟南，請韓務必做好準備，修築工事。同年８月６日，蔣介

石派宋哲元、劉峙為第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命反攻平津。蔣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宋

哲元、劉峙、韓復榘等均屬之。8 月 30 日，蔣介石致電韓復榘，要求他配合中央軍在山東

的軍事部署。同年 9 月 30 日，韓復榘部一師到德州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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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西安事變中韓復榘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

有相當多的歷史學家和作家、甚至一些歷史當事人紛紛發表文章，聲稱：西安事變之

前，張學良、楊虎城找到韓復榘要求聯手反蔣，韓復榘當場表示同意。後來蔣介石被

捉，國內各軍閥都在觀望的時候，韓復榘居然第一時間發個“馬電”，表示支持張楊

捉蔣和殺蔣。這是後來蔣介石要殺韓復榘的根本原因！

比如，李義彬《西安事變》一書就主張：

事變發生後，宋哲元和韓復榘保持著密切聯繫，雙方代表經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

商定必要時採取一致行動；可是他倆對事變的態度不盡相同：宋有些傾向南京，而韓則

兩面討好。韓一方面派代表去西安，表示同情和支持張、楊的行動；同時又派人去開封，

與劉峙、商震商討營救蔣介石的辦法，並致電何應欽，表示對蔣的關切。12 月 21 日，

韓復榘給張學良發出”馬電”，稱讚張的行動是英明的壯舉，並說他的部隊奉南京命令

西開，望在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22 日，宋哲元、韓復榘在津浦線德州以北一個小車

站秘密會晤，商定第二天聯名發表對時局的主張。在 23 日宋、韓聯名發出的“漾電”

裏，針對南京下達“討伐令”後內戰日益擴大的嚴峻形勢，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

如何維持國家命脈?第二，如何避免人民塗炭?第三，如何保護領袖安全?”他們在通電

中主張“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妥商辦法，合謀萬全無遺之策。”當時，宋

美齡、宋子文已去西安同張、楊談判，要求張、楊早日釋蔣。在南京當局看來，在蔣還

未獲釋的情況下召開這樣的會議，無疑會使當時的局面“曠日持久，眾說紛紜”，這對

他們“營救委座與整飭紀綱均無益”。因此，南京政府迅速派人北上，企圖說服宋、韓

收回“漾電”。孔祥熙也命李世軍致電北平市秦德純，請其對宋哲元進行說服解釋，並

向他們透露了南京對西安採取的策略，李世軍給秦德純的電報說：“此間今日下午收到

宋公與韓主席自濟南發出聯銜漾電後，中央負責諸公，鹹認為在此時機，中央表面上雖

聲張討伐，而實際則仍積極求政治途徑之解決，在雙管齊下政策下，庶可以斷張、楊與

共黨之聯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變之和平妥善解決也。”孔祥熙本人也在 24

日致電韓復榘、宋哲元，答復他們在“漾電”中提出的三個問題：“現欲維持國家命脈，

避免人民塗炭，非健強政府之力量不可；健強政府之力量，非先整飭國家之紀綱不可；

整飭國家之紀綱，非先恢復領袖之自由不可。”孔在這裏強調“國家紀綱”，顯然是以

此恫嚇宋、韓，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不要跟著張、楊走。至於對宋、韓召集在職、在

野名流會議的提議，孔祥熙答復說：在蔣未獲釋情況下，“所謂召集會議一節，更將群

龍無首，力量分散。”孔接著對宋、韓說：“兄等現殷殷以領袖安全為念，即祈迅為共

同設法，勸促漢卿，早將介公護送回京，對於黨國大計，或可以從長計議。”孔祥熙清

楚，宋、韓之所以提出三個問題，是因為他們反對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所以在給宋、

韓的電報中孔解釋說：“至於討伐令，原為明是非，別順逆，平軍民之公憤，示脅從以

坦途，而軍隊之調遣，尤在促漢卿之覺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順利進行，和平

之解決早日實現。”孔在這裏告訴宋、韓，他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是通過政治途徑，和

平解決；至於頒佈討伐令，調遣軍隊，則是一種輔助手段；當前的急務，是促使張、楊

早日送蔣回京。宋、韓聯合發表一個通電，使南京當局膽顫心驚，接連解釋。這表明他

們十分害怕宋、韓回應張、楊的行動，站到西安一邊去。
①

① 李義彬《震驚世界的一幕：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又見

http://www.sxlib.org.cn/dfzy/xasb/sbjj/zjsjdym_18590/201705/t20170525_716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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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變”爆發，韓復榘在 21 日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稱讚

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

時勿生誤會”。韓復榘明確支持張學良的行動的“馬電”被南京政府特務破譯，因此蔣

介石對韓復榘恨之入骨，為以後被誘殺留下禍根。
①

再如所謂的老薩說史：

而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楊虎城找到韓復榘要求聯手反蔣，韓復榘當場表示同意。

後來蔣介石被捉，國內各軍閥都在觀望的時候，韓復榘居然第一時間發個馬電，表示支

持張楊捉蔣和殺蔣。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韓復榘非常痛恨。在抗戰前期，軍統戴笠秘

密給蔣介石一份情報，說的是韓復榘聯絡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劉湘，試圖聯手反蔣，

這也讓蔣介石下定了處理韓復榘的決心。②

按照《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一書的記載：

1936 年“西安事變”爆發，12 月 21 日韓復榘發出“馬”電，對張學良、楊虎城

表示支持，並準備派兵襲擊由何應欽率領攻陝的“中央軍”的後路。韓的這一舉動，深

為蔣介石所痛恨。
③

如果說，上述皆為國內的史學著作、史傳文學通俗作品，那麼臺灣的歷史學家又是如

何記述的呢？最為權威的著作是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書，該書根本沒有提及有

所謂“馬電”問題。他只承認：

12 月 23日，宋哲元、韓復矩通電，主召開國是會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此電系

出馮玉祥舊部何其鞏等）。
④

這裏還特別點明“漾電”這份電報出自“馮玉祥舊部何其鞏等”之手。

12 月 27日，李宗仁、宋哲元、韓復矩、劉湘等紛電蔣委員長慰問。
⑤

12 月 28日，宋哲元、韓復矩代表到京謁蔣委員長，徐永昌亦代表閻錫山到京。
⑥

而“馬電”之說，更多的是在大陸流傳而已。

但是，歷史真相究竟如何？

在臺灣國史館保存的以“韓復榘”名字為“題名查詢”檔案 5772 件和以韓復榘名字為

“相關查詢”檔案 6603 件中，查無所謂韓復榘電張學良支持殺蔣的所謂“馬電”！現存韓

復榘致電張學良共 29 通。

①
見 https://kknews.cc/zh-sg/history/59eg8.html

②
見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1/老薩說史 107：韓復榘的罪惡(4/4).html

③
《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中華書局，1978，246 頁。

④
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661頁。

⑤
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662頁。

⑥
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6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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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沒有涉及到西安事變的任何電文！而且，在陝西省圖書館西安事變資料庫中，

地址見 http://www.sxlib.org.cn/dfzy/xasb/，也根本沒有所謂“馬電”的原始電文公佈。而且，

由於受郭松齡事件和劉珍年事件的雙重影響，張學良長期以來對韓復榘心存戒備！韓復榘對

張學良也是敬而遠之，雙方根本就沒有任何政治聯合以謀取共同利益的可能！

在臺灣國史館保存的以“西安事變”為“題名查詢”檔案共有 185 件，其中收錄韓復榘

電文僅一通為真實可信，如下：1936 年 12 月 30 日《韓復榘電蔣中正：頃聞鈞座以西安事

變引咎辭職，惟國脈所系，懇請以聖哲憫時信念，留任以維黨國前途》，編號為

002-090300-00006-219。電文內容則是勸說蔣介石不要辭職。讚揚蔣介石：

平息禍亂，至誠所感，金石為開。方今物望所屬、國脈所悉，推在鈞座一人。

言詞誠懇而真實，根本沒有絲毫的虛情假意、幸災樂禍之心。這是電文被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辦公廳機要室使用正式的來電紙記錄保存的電報，發自濟南，順序號為 16659。它出

自韓復榘本人或其司令部之手，是無可置疑的。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而在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 1937 年 1 月 14 日《戴笠等呈蔣中正：據北平電稱，宋哲元派

富占魁詢萬福麟對中央解決西安事變態度，及其擬再通電主張政治解進該事變等。情報日報

表等六則》，編號為 002-080200-00492-004。這裏收了戴笠截獲的楊虎城致韓復榘的回電，

但是內容只是楊虎城向韓復榘通報：祝紹周到達西安後，所談依然是接受中央命令，維持和

平解決，避免內戰。可見戴笠的情報反映的是楊虎城向韓復榘說明祝的態度，其核心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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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和反戰。韓復榘在此沒有任何謀反把柄被戴氏抓到。

那麼，在整個西安事變前後，韓復榘對蔣介石的真正態度是什麼呢？讓我們公佈一封長

期被臺灣軍方作為機密檔案保存、最近才被解除查閱禁令的韓復榘西安事變後致蔣介石的唯

一的一封親筆信，加以分析說明如下：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該信現在保存在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9。此信沒有寫作日期。

我們隸定如下：

委員長駿鑒：謹稟者宥電

諒蒙

聰聽矣。溯自西安事變，舉國

同深憤慨。復榘乍聞茲訊，惶

駭莫名，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非僅私淑於我

公也。誠以宇內一日無

公，不特民族復興之大業於

焉中斬，即歷史上五千年之

中國不復能屹立於世界。用

是五日內焦灼，百端思慮與各

方往來函電，惟莫冀我

公安全脫險之一途。昨日往

訊頻傳魯者，將佐僚屬庶民

學子，無不歡聲雷動，若慶史

生。復榘久隸

帡幪，夙承

眷注，恨不能即時趨侍聆

訊，籍慰私衷。南望

京華，心香邀祝！謹派張委員

鉞晉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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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階，代陳下憫。敬乞

俯子指示，無任盼禱。肅此虔頌

鈞祺！ 職韓復榘謹呈。

這是最為真實的韓復榘在西安事變前後的對蔣態度！如前所說，此信有寫信日期，是

因為韓復榘親自派遣張鉞前往南京當面轉交。根據此信的送達地點為南京，我們知道蔣介

石從西安平安返回後到南京時間為 1936 年 12 月 26 日中午 12 點一刻。則張鉞來南京當面

送信時間應該在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29 日這三日之間！因為 12 月 30 日韓復榘又發了新的

電文，勸說蔣介石不要辭職。因此之故，我將此信寫作日期定為 1937 年 12 月 27 日！

蔣介石西安事變脫險後與有功人員合影

這封信分幾層意思。首先是說明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後的國情：“溯自西安事變，舉國

同深憤慨。”我們再看 1936 年 12 月 27 日何應欽抄錄的韓復榘致他的第二封電文，其中也

說了：

西安叛變，憤慨莫名！
①

其次說明了韓本人對於西安事變的擔憂：“復榘乍聞茲訊，惶駭莫名，寢不安席，食

不下咽”。我們再看 1936 年 12 月 27 日何應欽抄錄的韓復榘致他的第一封電文，其中也說

了：

國家不幸，內外多事。弟聞之下，徹夜未眠。
②

可見這裏的“惶駭莫名，寢不安席”是真實的描寫。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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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說明了蔣介石個人安危牽扯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安危：“誠以宇內一日無公，不

特民族復興之大業於焉中斬，即歷史上五千年之中國不復能屹立於世界。用是五日內焦灼，

百端思慮與各方往來函電，惟莫冀我公安全脫險之一途。昨日往訊頻傳魯者，將佐僚屬庶

民學子，無不歡聲雷動，若慶史生。”在 1936 年 12 月 27 日何應欽抄錄的韓復榘致他的第

一封電文中，韓復榘明確提出了“唯有設法營救委座為第一要招”
①
的鮮明立場！在上述第

二封電文中，他說：

復榘等分屬軍人，義無反顧，是以血誠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唯命是從！
②

在上述第三封電文中，他說：

舉國人心鹹以委座平安歸來為首要！
③

在上述第四封電文中，他說：

固國本於苞桑，戡叛亂於西北。大義是申！
④

在上述第三封電文中，他還說：

方今舉國屬目，所盼著領袖安全脫險，恢復統一狀態耳！
⑤

最後說明了韓是以蔣介石為自己人生導師的立場：“復榘久隸帡幪，夙承眷注，恨不

能即時趨侍聆訊，籍慰私衷。南望京華，心香邀祝！”

——哪里可有一絲一毫的虛情假意或幸災樂禍？分明是將自己的命運、國家的前途和

蔣介石個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真實寫照。這大概就是這封親筆信長期被封鎖、作為機密檔

案嚴禁查閱的根本原因！因為社會上和一些歷史著作中宣佈的是所謂的“馬電”！反正張

學良長期被軟禁、無法自由發言；反正張學良和韓復榘長期失和；反正韓復榘是個被殺的

反面教材；無論是大陸學者還是臺灣學者全可以自由自在的陳述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韓

復榘密電張學良，支持他殺蔣的“馬電”傳聞！

——可是，歷史難道是人皆可夫的娼妓？總有些人熱衷於甘當歷史嫖客，喜歡道聽途

說，立刻就見諸文字，肆意胡說，傳播謠言以混淆是聽。

關於著名的“漾電”，這是引起了蔣介石深感不快、馮玉祥為此多次解釋的一封電文

它是否出自韓復榘之手呢？這封電報共兩頁，如下：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⑤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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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具體內容見上。其中總被大家所引用的就是下麵三點：

目前急務，約有三大原則：第一，如何維持國家命脈？第二，如何避免人民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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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保護領袖安全？以上三義，夙夜彷徨，竊維處窮處變之道，回與處經處常不

一，似宜儘量採取沉毅與靜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適之解決，設趨極端斷然之途徑，上列

三義，恐難兼顧，或演至兵連禍結，不堪收拾之時。

最後署名是“宋哲元、韓復榘”。但是，根據當時蔣伯誠的密報，見如下：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這封電文起草人不是韓復榘，而且如果不是韓復榘修改，原始電文語言措辭更加激烈：

“漾電亦克之起稿，原稿措詞更壞！向兄親改後始發”
①
。

與此同時，一向承擔監視韓復榘的青島市長沈鴻烈也發密電給何應欽彙報如下，對於事

情原委說明比較中肯和如實：

烈昨晨到濟，適蔣伯誠兄先期抵此。曾與向方晤談。知彼對陝變，仍主張先用政治

方法以營救委座。倘無效果，則一武力解決。對於“召開會議討論國是”一節，並無一

語提及。足見該電仍系何克之、王芳亭等小人所為。向方於文字上未及注意，竟被播弄，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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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為可惜！
①

為此，馮玉祥曾經為韓復榘進行了三點解釋：

一、庸之說，“韓、宋個人之電均為擁護中央，而此電不同，奇怪。”二、不是仔

細看稿之人，難免受人之愚。三、當時我說：“韓、宋在北伐時，皆勇敢善戰，但讀書

太少，心思太粗，發電前必未一句一字有所研討，可以不必顧慮，不過去人看看，把中

央意旨詳告，確有必要。然所去人選，須特別注意，既須老成，說話又須為韓、宋素所

尊重之人，最好如朱子橋先生為最合用也。”孔、林、程均以為然，季陶亦以為然，故

定朱先生去云。
②

我們可以看出：何應欽是殺氣騰騰的搜集了《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準備作為

定罪韓復榘的證據，但是最讓蔣介石惱怒的“漾電”，居然是如此出籠的！而且，蔣伯誠、

沈鴻烈二人全回復密電無形中對韓復榘說情。這實在不是何應欽所希望看到的效果！但是，

即便如此，在何應欽搜集整理的《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這一黑材料中，當時也根本

就沒有所謂的“馬電”，如果真的存在，何豈有不收之理？這份“馬電”可比“漾電”措辭

嚴重得多！

由此而來，製造所謂“馬電”以加重韓復榘罪名的人，只有可能就是何應欽！因為只有

他才有權力“抄錄韓復榘”的“來電”而蔣介石並不去查驗原始電文及其“接收紙”的真偽

問題！而西安事變後何應欽搜集的《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中沒有“馬電”，說明當

時並未敢將私貨攙入其中。當事人全健在，最關鍵的是無法提供原始的電報接受記錄紙！而

一旦韓氏被殺，這時再偽造一個所謂的“馬電”，張學良已經身陷牢獄，無法站出來說明。

（哪怕他有良心想證明真偽的話）而“馬電”更是加重韓復榘謀逆之罪的最佳證據。

現在，讓我們看看沈氏原始電文全文，見如下：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何應欽呈蔣中正：西安事變錄上電報二十九件》，編號為 002-080114-00013-007。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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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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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將西安事變前後何應欽抄錄的韓復榘七封電報原文公佈如下：

第一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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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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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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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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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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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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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

（首次公開機密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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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韓復榘和李宗仁的關係

一直有人說：是因為李宗仁的舉報和要脅，才促使蔣介石殺了韓復榘。事實究竟如何？

讓我們在本章加以詳細研究。

在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中，卻公然聲稱：

韓氏與中央素有隔閡，抗戰開始後，對最後勝利也無信心，所以自始至終想保存實

力。敵軍佔領平津，沿津浦線南下時，即傳韓復榘秘密派遣代表，與敵軍華北派遣軍總

司令小磯國昭和津浦北段指揮官西尾壽造秘密接洽，希圖妥協。無奈雙方條件相去太遠。

敵人要韓復榘宣佈山東獨立，正式充當漢奸。而韓氏之意，只希望日軍不犯魯境，以達

其保存實力的目的，雙方條件相距太遠，當然無法談得攏。但是敵人總還是希望韓氏當

漢奸，而不願逼其抗戰，故津浦北段的日軍遲遲未渡黃河，以期待韓氏的叛變。這樣反

給我們以充分的時間來從容部署。
①

李宗仁的這一指控是致命性的！這個反蔣的軍事將領、這個指揮了臺兒莊大捷的抗日名將，

他的指控對於韓復榘具有絕大的殺傷力！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

日本陸軍中將小幾國昭 1932 年 8 月 8 日來華，就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1934 年 3 月 5

日，他接替二宮治重，轉任第 5 師團長，駐防範圍遠在中蘇邊境和西伯利亞地區。1935 年

12 月 2 日調往朝鮮就任朝鮮總督。在他就任關東軍參謀長三年期間，根本就沒有見過韓復

榘，也從來沒有擔任過少將級別的這一不大不小的所謂“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這一職位。而

且他後來成為日本陸軍大臣、1944 年 7 月 22 日他當選為日本第 41 屆內閣總理大臣。而日

本陸軍中將西尾壽造 1934 年 3 月 5 日接替小幾國昭就任關東軍參謀長。1937 年，他就任日

本近衛師團長日軍第 2 派遣軍司令官。根本不是什麼少佐級別的這一小小的“津浦北段指揮

官”。

小幾國昭和西尾壽造像

可見在給韓復榘網路罪名的問題上，李宗仁的口述喪失了基本的公正和歷史事實，公然

撒謊，捏造史實。而且一直堅持到他口述回憶錄之時！這實在讓人感到可怕和無奈。所謂口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499 頁。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155

述歷史，當事人當然享有信口開河的自由，但是採訪者和口述記錄人在公開出版和發佈之前，

必須要經過嚴格的檔案史料和文獻史料的審查和核對！必須剔除當事人的無心口誤、記憶差

錯、有意歪曲和偽造史實等諸多偽史因素才可以被學術界接受！努力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而不是照本宣科、直錄口述，製造史料垃圾。

1928 年 7 月 11 日，蔣介石約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吳敬恒、朱培德、鹿鐘麟、

商震、白崇禧、陳紹寬、張群、何成浚、宋子文、石敬亭、韓復榘、劉鎮華等人，一同在北

平湯山聚會，討論整理軍事方案及軍事意見書。

——這是我所見到的李宗仁和韓復榘二人的最早見面時間。而在《李宗仁回憶錄》中卻

變成“這是我和韓復榘第一次見面”
①
的所謂“回憶”。

1930 年 2 月 23 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鹿鐘麟、何鍵、韓復榘、劉文輝、毛光

翔、石友三、王金鈺、張發奎、孫殿英、劉存厚、田頌堯、楊森、鄧錫侯、楊虎臣、劉桂堂、

盧興邦等冀、晉、察、綏、陝、甘、新、豫、川、黔、桂、閩各地將領四十五人通電，主由

一、二、三屆中央委員組織臨時國民黨幹部會議，於最短期間成立四屆中央。這是我所知道

的李宗仁和韓復榘的最早合作。

1931 年 8 月 19 日《中央導報》第 8期第 5 頁上發表李宗仁自己撰寫的《北方反蔣新局

面》一文，該文中居然聲稱：

雖然蔣中正命令各軍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韓復榘已極力保護，使石部到德州整頓。

這似乎是在暗示蔣介石應該立刻消滅韓軍。接著，李宗仁又心懷叵測地說：

東北方面也不敢擾入山東一步，恐防韓可藉口出兵，而再形成一個反蔣新局面。

這似乎又在鼓勵韓復榘出面，振臂一呼出現一個他所謂的“北方反蔣新局面”！但是，

韓復榘並沒有中計。李宗仁在這裏的如此險惡居心已經暴露無疑。當時，李宗仁代表的桂系

和韓復榘投蔣後的歸屬，自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反感和不快。

1936 年 7 月 13 日，在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一）撤銷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

（二）陳濟棠免職，改任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以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

任，白崇禧為副主任，（三）任林雲陔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四）組織國防會議，以各省軍

事領袖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劉峙、張學良、宋哲元、韓復榘、劉湘、何成浚、顧祝同、

龍雲、何鍵、楊虎城、蔣鼎文、徐永昌、朱紹良、傅作義、余漢謀為委員。同年 7月 15 日，

任命西南政務委員會任陳濟棠、李宗仁為抗日救國軍第一、第四集團軍聯軍總副司令，蔣光

鼐為參謀長，蔡廷鍇為第十九路軍總指揮。同年 7 月 25 日，韓復榘函復蔣介石，表示始終

服從擁護。同年 7 月 27 日，李宗仁、白崇禧電馮玉祥，謂“政府更調職務，違法失信，其

中必有重大原因。”同年 7月 28 日，蔣介石致電李宗仁等，勸其接受任令。同日，李宗仁、

白崇禧抗命。同年 8月 1日，蔣介石致電李宗仁、白崇禧，說明中央意旨，懇勸接受新命，

擬赴粵面商。第二天，蔣介石再次致電李宗仁，仍勸接受命令。同年 8 月 5 日，韓復榘親自

打電話給李宗仁、白崇禧，勸說他們接受新命。足見韓復榘和李宗仁的交往和關係。同年 9

月 6 日，國民政府令：（一）特派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二）特任白崇禧為軍事委員會

委員，並指派為常務委員，（三）命黃紹竑回浙江省府任主席（廣西問題解決）。9月 9日，

李宗仁、白崇禧電程潛、居正，聲明接受新命（廣西軍開始復員）。

1937 年 11 月 28 日，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一文中記載：

①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5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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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到濟南視察（李當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徐州；韓為副司令長官，故來

視察）。二十九日我攜帶上述建議去千佛山找韓細談，計自午前十時談至午後三時。韓

對我們的建議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強調他本人不能勝任，不能作頭子，不如

宋哲元能夠服眾，而部下也無能力強的幹部等等。其實這是托詞，因韓此時只想急切退

走，自然無意發動民眾，也不會顧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時將壯丁帶走，將槍支、

財款攜去，以擴充自己實力。這是我與韓最後一次談話。恰好在這天李宗仁來電報要我

去徐州，我即於三十日經兗州到濟寧看視後於十二月三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兩天。李宗仁對我說，他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濟南視察時，韓當面部署其

部隊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帶，對他毫不回避。我也將韓無意作戰，而一心西撤，以保存

自己的種種事實詳細地告知李宗仁，請李制止其西撤。
①

就在日軍佔領濟南前兩日（12 月 25 日）白崇禧還對徐永昌說，不主張李宗仁“力戰”：

“健生昨日談話不主德鄰軍力戰，以為在一地力戰，只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預留遊擊之力量

為得計。”對此，徐永昌在日記中譏諷白崇禧曰：“人慮向方（韓復榘）不力戰，而慮德鄰

（李宗仁）力戰，此等情形只能責己，不好尤人也。”
②
其實，面對日軍咄咄逼人的進攻，

白崇禧早就力主：“開放戰場，後退決戰”。

在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中，再次聲稱：

我初到徐州時，即顧慮到韓氏抗戰意志不堅定乃親赴濟南一行。在韓氏的總司令部

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談。這是我和韓復榘第一次見面。韓氏雖識字不多，言談也

很粗俗，但是卻生得眉清目秀，皮膚白皙。驟看之下，儼然是一位白面書生。
③

這裏且不說“韓氏雖識字不多，言談也很粗俗”，這本身就嚴重脫離事實！單就所謂“是

我和韓復榘第一次見面”，只要看了我們本章的考證和敘述，就明白韓復榘、李宗仁二人

並非是到了此時才出現“和韓復榘第一次見面”這樣如此怪異的回憶了！既然如此作假，這

裏接下來該回憶錄下冊499頁開始往後到501頁的長文大段描寫李宗仁對韓復榘的有關當前

國際形勢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長官訓話”也就完全失去了可信度！這樣偽造史實的回憶錄，完

全是李氏再次落井下石而已！

其實，當我們知道當時竭力主張殺韓復榘的正是李宗仁，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李宗仁在回憶錄

中還要四處偽造史實、繼續攻擊韓復榘了：

他（趙）說：“你們韓主席與李司令長官鬧翻了，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

怎麼回事？”他說：“詳細情況我也不十分清楚，只聽說你們主席有幾個電報對李長官

毫不客氣。李惱火了，將韓違抗命令，不聽指揮的情形告到委員長那裏。聽說蔣要在開

封召開軍事會議，解決著這個問題。最好請你們主席好好準備準備，來打這場官司。”

我問韓打的什麼電報。趙說：“我只聽到大家傳說，他這些電報在措辭上、語氣上都很

欠斟酌。李長官認為他目無長官，若不予以懲辦，今後將無法指揮作戰。你回去查查這

些來往的電報就知道了。”

以上出自《一代梟雄韓復榘》一書中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文的回憶。見中國文

史出版社，1988 年，268 頁。

①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1988 年 7 期，29-33 頁。

②
《徐永昌日記》，1937 年 12 月 26 日，團結出版社，2014 年。

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5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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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上述屬於文學作品，那麼我們看看原始檔案：

1937 年 12 月 30 日，李宗仁電蔣介石、何應欽二人，向他們通報了韓復榘給他的來電。

韓復榘說明自己為何要移駐泰安，因為當時數千日軍在十二架飛機幾百發炮彈轟炸和掩護

下，韓軍傷亡嚴重。
①
其實，這封電報韓復榘已經發給了蔣介石。

1938 年 1 月 8 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召皖主席蔣作賓及魯主席韓復榘之代表教

育廳長何思源到徐州會議。同年 1 月 23 日，國民政府發佈對韓復榘的軍法會審判書，見臺

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1-101470-0004。該判決書中明確指出：

褫其上將原官及一切榮譽勳典，並予以逮捕，交付軍法審判。

又見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韓復榘失地誤國，軍事委員會提付高等軍法會審終結，判處死刑，於漢口執行。先

是，當山西戰事緊張之際，統帥部曾嚴令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向

德縣、滄州出擊，以資策應，而韓抗命不前，卒致太原陷失；嗣敵自濟陽、青城間渡河

後，韓復榘不戰而退，撤出濟南、泰安；至一月初，韓再放棄大汶口、濟寧、鄒縣，退

至運河西岸，使青島孤立陷敵。政府以韓屢違軍令，失地誤國，乃明令”褫其上將原官

及一切榮譽勳典，並予以逮捕，交付軍法審判”，繩之以法。
②

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研究，我們發現國民政府發佈對韓復榘的軍法會審判書和所謂的十

大罪狀之說，基本上是靠不住的。所謂“不戰而退”就與韓復榘的歷史事實不符。所謂“出

濟南、泰安”更是主動彙報了屬於戰略撤退。而所謂的“退至運河西岸”無非是韓復榘準備

進駐武勝關駐守的掩飾。最大的原因還是韓復榘沒有接受 1937 年 12 月 31 日蔣介石向他下

達的帶兵到泰山一帶打遊擊的這一最後軍令和軍事部署。

至於韓復榘如何被抓和會議上如何發言又再次頂撞了蔣介石，如此等等，大陸和臺灣出

版了很多相關論著可資參考。

比如，

韓復榘認為：

丟失山東他可以為此負責。但是丟失東北、丟失南京，誰又該對此負責？！

韓復榘又認為：

既然已經是全面抗戰，在山東抗戰和在河南抗戰有何區別？！難道武勝關不是一個最佳

的阻止日軍南下的戰略要塞？！

韓復榘再認為：

為何非要在泰山山脈一帶打遊擊？怎麼可以得到中央支持和部隊後援補給？！

韓復榘認為：

既然蔣介石多次提出讓他把山東各個銀行的現金攜帶出來，交給中央政府，山東的經濟

民生怎麼辦？軍隊供給怎麼辦？這難道不是中央要放棄山東戰場又是什麼？！

韓復榘又認為：

他執行了蔣介石的焦土抗戰政策，焚毀了山東各地大大小小的日本企業，配合焦土抗戰

打擊日軍，何錯之有？！

①
見臺灣國史館檔案，編號為《李宗仁電蔣中正、何應欽：據韓復榘稱二十四日移駐泰安》，編號為

002-090200-00035-087。
②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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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復榘再認為：

在山東多地戰場與日軍進行了半年多的大小激戰，在敵強我弱又得不到中央軍的支持和

援助後才進行的戰略撤退，並且立刻致電給蔣介石，向蔣彙報，蔣為什麼沒有反對和制止他

的戰略撤退？！

如此等等，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蔣、韓之間的相互往來電報、蔣介石下達的軍事命令

和韓復榘的立刻執行行為，當然更有蔣介石信任的在韓軍中的監軍蔣伯誠的為韓復榘軍事行

動、尤其是撤退戰略的解釋，全可以充分支持韓復榘的反駁。這些太多太多的話題、原始檔

案和當事人見證材料，無論我們再怎麼陳述，都無法改變一個歷史事實：

——在蔣介石最需要殺人祭血以振奮民族精神的時候，他選擇了韓復榘！

而根據我們對蔣介石、韓復榘、宋哲元等人往來電報和檔案文獻的解讀，這個被祭血的

人物，曾經被選定是宋哲元！當時宋哲元來電準備放棄北平和天津，蔣介石急了，立刻回復

了措辭嚴厲的電文，勒令宋哲元不惜代價也要保住北平和天津。否則就……

本書就不想再多說了。

因為至今沒有保存下來這一會議的相關檔案文獻加以記載和詳細說明。在場當事人如何

事後說明和“回憶”，無法得到百分之百的證實。

到了 1938 年 1 月 13 日，戴笠致電宋子文，向他通報說：

蔣中正尚在開封，明日可回。韓復榘不聽命令，擅自撤退，並勒索山東人民款項，

已撤職扣留，交軍法懲辦。
①

同日，戴笠致電簡樸刻：

弟押解韓復榘回鄂，於上午十一時過信陽。准在江岸車站下車。由鄂漢碼頭渡江。

請準備輪車，並佈置警戒。第三路駐漢辦事處搜查結果如何？至念。郵電檢查方面，務

請轉飭。特別注意韓解到時，決暫押行營三科。請即稟陳付主任妥為佈置
②
。

這件檔案，臺灣國史館錯誤標注為“本件日期 1937/12/12”。

我查看了原始檔案，該信出自戴親筆書寫的時間為“26、12、12”，其時間含義是指

1937 年的農曆 12 月 12 日，也就是 1938 年 1 月 13 日。這一天是韓復榘被押回武漢的日子。

而根本不是“本件日期 1937/12/12”。

我們在看看日本檔案的記載。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即亞

洲歷史資料中心）保存檔案《韓復榘の死刑》，檔案編號為 C11110872200。

韓復榘の死刑

一月十一日、徐州にて李宗仁のため逮捕された山東省主席韓復榘は、十二日、漢

口に護送され、軍事當局の取詞ぺの結果、韓は中央の命に従つたとはいへ、事實は何

らの努力をもせず灰色的た日知見主義の態度を時し、管轄下の済南、袞州を相次いで

喪失し、軍人の職務怠慢と認め、最も厳重疫処罰を加へることに一致、遂に軍法會議

にかけられた結果、銃殺に決定。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44-010101-0002-042。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144-010106-0004-070。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159

這封電文的大意是：

《韓復榘死刑判決》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徐州因為李宗仁的舉報而被捕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十二日，

已經被移送到漢口。根據國民黨軍事當局的調查結果，大家一致認為：韓復榘對中央的

命令雖然口頭上服從，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做任何努力，而是採取了曖昧的投機態度，

致使他管轄下的濟南、袞州相繼失守，嚴重喪失了軍人的職責，應當加以最嚴厲的處罰。

於是軍法會作出了執行槍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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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蔣介石殺韓復榘的真正原因大揭密

盡人皆知，世間流傳至今的蔣介石殺韓復榘是因為他不戰而退，為了保存實力。事實

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在本章中加以詳細考察。

1932 年 10 月 3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當時的韓復榘對於蔣介石要攻打韓軍的傳聞，認

為“以韓說，尚不能成事實”。
①
但是，馮玉祥的日記是記載當時聞承烈、鄧哲嗣二人之言。

也許是馮玉祥想說明韓復榘“無學問”的一個例證吧。同年的 10 月 4 日，余心清來見馮玉

祥，轉告了馮玉祥：“他們（指蔣、何）對韓備戰事”。這是蔣介石要消滅韓復榘的前期準

備。同年 10 月 5 日《馮玉祥日記》更進一步記載：“吳古月先生來，談蔣要用武力解決韓，

告我注意。”
②
而當時韓復榘的反映則是：韓復榘已知有蔣介石的軍隊準備攻打他。但他還

說“有把握”云云。
③
同年 10 月 7日，在馮玉祥和韓復榘告別時，馮玉祥正式警告韓復榘：

我說陳、陳、楊、馬之事均可了結，為何山東不能呢？定有文章也。
④

同年 10 月 12 日，因為韓復榘、劉珍年兩軍連日在山東掖縣、萊陽等地激戰。雙方誰也

不能快速戰勝對方。同年 10 月 13 日，韓復榘、劉珍年兩軍停戰。同年 10 月 18 日，中華民

國行政院電令韓復榘、劉珍年遵照中央所定解決辦法。第二天，何應欽致電韓復榘、劉珍年

兩軍，撤退原防，指定掖縣、萊陽等五縣為劉防地，韓軍必須退出。同年 10 月 21 日，韓復

榘不滿中華民國軍政部劃定劉珍年部防地辦法，電辭山東省府主席。這一天，蔣介石發出了

這樣的話，代表了他內心深處對韓復榘的真實態度：

但余既有預定方針，且準備亦未完事，何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乎？忍之忍之，姑使

此劣徒在魯，以作掩護，可暫免倭寇之妒嫉而著急也。
⑤

1933 年 4 月 25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本日會劉熙眾，談及國是亡了少半，人是到處破產，如何能好呢？韓是非幹不可。
⑥

這裏還是指韓復榘的倒蔣之心。可見韓復榘、蔣介石內鬥一直很緊張。同年 5 月 13 日

日記中再次記載“韓有決心的事”，即倒蔣。同年 5月 16 日，馮玉祥給韓復榘寫信，委託

李錫九轉交。顯然還是談論此事。

1933 年 3 月 24 日，汪精衛提議國民政府嚴懲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
⑦
馮玉祥以為“誠

是”。顯然，他是支持嚴懲張學良的。畢竟張學良在中原大戰時進軍，導致了馮玉祥的下野。

馮玉祥的日記中多稱張學良為“小張”。同年 8月 1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十一時，溫晉城、李長清來。李談魯省韓復榘最近態度已較前不同。在韓、劉未作

戰前，蔣介石對韓態度極為和藹，亦甚信任。自戰事發生，蔣態度即轉變，謂韓非心腹

①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2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3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3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04 頁。

⑤
引見《國史館館刊》，第 28期，59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0頁。

⑦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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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終不可靠，故進來屢施壓迫及用離間計，使韓內部發生不安現象，而韓今確已自

決矣。
①

這已經是蔣介石、韓復榘徹底決裂的標誌。

韓復榘夫婦和蔣介石夫婦合影

1933 年 10 月 31 日，馮玉祥在日記中還如此發問：

東三省能收回不能收回？熱河能收回不能收回？政府是不是真賣國呢？
②

特別是“軍隊已有十幾種待遇，此種不平等真是使人難忍。”可見，當時馮玉祥對蔣介

石心存疑慮和不滿的。同年 12 月 6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蔣介石想殺韓復榘之心，連宋

哲元也看出來了：

今天談些韓、宋對大局事。韓主“即行組織政府”。宋主“幹是要幹，不可給閻某

作了飯，以免我們一動閻即要官要錢來對我們。”但宋說，“福建若不能倒蔣，蔣必先

逐韓後去宋也”云云。
③

於是，同年 12 月 13 日，馮玉祥再次給韓復榘去信警告。同年 12 月 28 日《馮玉祥日記》

再次記載李炘所言“宋有反蔣可能及找韓所說之話”。
④
馮玉祥則勸告他注意謹慎外交。最

後，當天日記馮玉祥還記載：“又告一事，用紙寫之，即‘要幹速幹’也。”雖然馮玉祥並

沒有寫明是什麼事，但是這一句“要幹速幹”的話，韓復榘已經多次提出過了，客觀上印證

了馮玉祥“又告一事”就是倒蔣之事。同年 12 月 30 日《馮玉祥日記》還特別記載了“福建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53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1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40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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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使我晝夜不安。韓對我說，他必動。”同年 12 月 31 日《馮玉祥日記》又記載“推倒獨

裁賣國政府。但是，辦起來時卻覺得很不容易也。”
①

1934 年 1 月 5 日，馮玉祥立刻將余心清來電中談到的福建情形派人轉告韓復榘，讓他

充分瞭解事情進展。因為在這封密電中韓復榘告訴馮玉祥“軍事當局不願退集閩南作戰，現

決調集大軍在閩北與敵相拼”。這一激烈戰鬥消息使馮玉祥有些絕望，他甚至想到了自殺，

見 1934 年 1 月 6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②
於是，同年 1月 7、8 日兩天，馮玉祥要求別人

向他彙報韓復榘、宋哲元對於福建戰事的態度。一周後的 1 月 14、15 日兩天，他又連續要

人向他彙報福建戰況。可見，馮玉祥是極其希望福建可成或者此時韓復榘、宋哲元在北方發

生倒蔣戰爭以呼應南方福建的。可是，這一局面沒有出現。同年 1月 18 日日記中記載馮玉

祥“為福建的事，心中焦慮萬分”。
③
當然，福建倒蔣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韓復榘也幾個

月沒來見馮玉祥。

韓復榘與宋哲元合影

馮玉祥總希望韓復榘、宋哲元能聯合閻錫山或者陳濟棠等人出現集團倒蔣的局面。但是

這一願望最後落空。馮玉祥卻從來沒有認真而徹底反思落空的原因和教訓究竟是什麼。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51、252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58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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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認為，“蔣介石借此殺了韓復榘，是殺一儆百，還是消滅異己，史家評論，都認

為著重在後者，我以為是有道理的。”
①

直到 1934 年 3 月 23 日，韓復榘來泰安剿土匪劉桂棠的軍隊。這一天，韓復榘建議馮玉

祥到蓬萊各處一遊。同年 3 月 25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了“劉桂棠之害民，是蔣、何二人

所養成”。
②
而韓復榘圍剿劉桂棠，蔣介石在幾天前就已經致電韓復榘、劉峙等人，要求圍

剿劉桂堂，防止劉軍向東逃跑。
③

因為韓復榘在山東剿匪，大見成效。1934 年 9 月 17 日，蔣介石準備將韓復榘到江西

攻打蘇區。並且已經致電曹浩森、周駿彥，要求即刻匯給韓復榘部開拔費五萬元，並讓他

們預備船隻運送韓軍來九江：

羅匪近由閩北竄，致後方不安。兄部可否即日出發？協助清剿，以固後方。如能

於本周內達到九江，尤為切盼。
④

蔣介石以為這樣一來可以既解決江西蘇區，又可以免除他對山東出現自治的擔心。可

以說是一箭雙雕的好計畫。如果真的施行了，相信韓復榘就徹底躲避了因為主動撤離戰場

而被殺的結局。這一天蔣介石一天連續三次致電韓復榘，可見這件事對雙方來說都很重要。

1935 年 1 月 3 日，山東省政府委員張葦村在看戲時突然遇刺身亡。同年 1 月 4 日《馮

玉祥日記》記載：“我以為南京之任意殺人，處處都可以證明。”
⑤
同年 1 月 5 日《馮玉祥

日記》又記載：“談明日去見韓，我告以四事：一、為張須拿兇手。”
⑥
可見，韓復榘最初

不想多管閒事，害怕得罪蔣介石的人。但是馮玉祥讓他抓人。同年 1 月 10 日，韓復榘將刺

殺張葦村的人抓捕。劉定五將此事向馮玉祥彙報。韓復榘決定公開調查此事的態度，由此

激怒了蔣介石。同年 1 月 26 日，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蔣介石連續致電韓復榘，決定徹查

此案。
⑦

司徒雷登曾因赴山東募集中國教會大學捐助而與韓復榘結識，作為一個外國人他是如此

講述蔣、韓關係的：

另一個獨立的地方高官是韓復榘，他能夠在國民政府之下保留自己的勢力。從很

多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進步的統治者。比如，他清剿了全山東的土匪。不過他這個

人十分獨裁。日本人幾次三番地要拉攏他，他本人雖然也想站在一個堅定的立場上，

但又擔心蔣介石不支持他。

1935 年，我去見蔣委員長，韓主席托傅涇波和我同去，以確定他的態度。一上來，

蔣介石就勃然大怒：“國策這種事，這些地方官無權過問。國家大事自然有人處理，

你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向他解釋：“理是這個理，可數百年來，中國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國文

化中，最高尚的品德是忠心。想讓他們成為你真正的朋友，就需要和他們搞好關係。”

蔣介石被我這番話氣得夠嗆，最後他冷靜下來後說：“好吧，你跟他說，他只要

①
參見《梁漱溟答汪東林》，載《人物》1986 年第 6 期。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300 頁。

③
見《蔣中正電示韓復榘劉峙劉鎮華王均希協商會剿劉桂堂匪部以防東竄》，檔案編號

002-010200-00109-019。
④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0086-017。

⑤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71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472 頁。

⑦
見《蔣中正電韓復榘：徹查張葦村案其辦法已囑張靜愚面告》和《蔣中正電韓復榘：嚴緝張葦村兇犯以

慰英魂》，編號為 002-070100-00038-073 和 002-010200-0012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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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陣地，我就會不離不棄。”
①

1935 年 4 月 4 日，蔣介石借著給軍事將領評級的機會，再次開始拉攏馮玉祥。當天的

《馮玉祥日記》記載：

晚見南京寄來之陸軍上將一級的公文，其意何在，明眼人無不知之也。
②

而在《蔣介石日記》1935 年 9 月 29 日卻如此記載他當天和日本司令官多田駿面談後的

感想：

倭寇多田宣言，詈罵詆毀，對我黨國誣衊極矣。其政府又聲明取消此種蠻橫威逼。

倭情上下既背離，內外又矛盾，其亂亡將不旋踵而至。惟國人識淺，魯韓（指韓復榘）

態度可慮耳，華北偽組織醞釀，其必出現乎。

同年 10 月 31 日，《蔣介石日記》再次記載：

(一)倭寇在華北策動五省自治獨立，必欲於六中全會或五全大會時達成目的，對各

省主官威脅利誘，無所不至。魯韓尤為動搖，而閻（指閻錫山）則深明大義也。(二)

由川飛陜豫入晉，訪問閻百川，商談國事，彼面允入京，參加大會，並表示拒絕華北自

治運動，此於華北局勢實一轉危為安之先著也。(三)電邀南北委員入京參加大會，閻、

馮皆如期來京，而電胡回國，粵方對大會共同一致，不加異議，此實本黨復合之先著。

而 1935 年 11 月 11 日，馮玉祥到南京出席了“五全大會”。同年 11 月 15 日，馮玉祥

在開會時見到蔣介石。蔣介石對於韓復榘的評價是：“向方能抗為最好。蔣自己‘帶隊去援

助他’。”
③
當時蔣介石公開表示“對日非抗不可”的態度。這些被馮玉祥詳細記載在日記

中。可見，當時蔣介石一直在擔心韓復榘會出現自治的問題。這段時間韓復榘做了什麼？根

據我們前面的研究，知道當時正是日方抓緊時間多人次和韓復榘見面策動他自治的關鍵時

期。這個時期，蔣介石得到了什麼樣的內線情報使他對韓復榘感到擔憂，在本書的第十三章

“日方對韓復榘的打算”中我們大致已經揭示了。因此之故，當時的韓復榘已經給蔣介石留

下了“能抗為最好”（即不抗戰）的擔心！

1936 年 1 月 12 日《馮玉祥日記》中設想：

如日人攻平、保如何？我以為韓應出兵抄敵之側背。如敵攻山東如何？則徐州應出

兵援山東也。
④

特別請注意這句話：“如敵攻山東如何？則徐州應出兵援山東也”。這是馮玉祥的軍事

眼光，也是韓復榘的底線！一旦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親自援助韓復榘和山東，則韓復榘自以

為可以自行決定的時刻來了。

1936 年 2 月 3 日，馮玉祥和蔣介石面談時如下記載：

①
司徒雷登《原來他鄉是故鄉：司徒雷登回憶錄》，杜智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又見團結網：

http://www.tuanjiebao.com/lishi/2016-07/26/content_72276.html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51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39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69 頁。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D%AD%CB%D5%C8%CB%C3%F1%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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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談明軒回山東事，請其派人去看，請其特別注意。蔣亦甚注意。
①

這個記載證明了當時蔣介石對韓復榘的不放心！馮玉祥本著主動請蔣介石派人去查看山

東情況，以圖達到為韓復榘解釋的效果。但是蔣介石的過分關注反而讓馮玉祥有些不知所措。

同年 2月 4日，韓復榘來電給馮玉祥，闡明見到了明軒（指宋哲元）。當時的韓復榘，宋哲

元以“形容憔悴，諸事困難”八個字說明。
②
同年 2 月 7 日，鄧仲芝歸來見馮玉祥，詳細說

明了見到韓復榘的全部談話，並攜帶了一封韓復榘給馮玉祥的親筆信。該信內容，《馮玉祥

日記》中沒有公佈。同年 2 月 12 日梁式堂來見馮玉祥，彙報宋哲元當時抗日的堅決態度。

馮玉祥頗欣慰。他日記寫到：“宋能忠於國家，我的臉上亦稍覺好看”。
③
顯然，他是在擔

心韓復榘。同年 2 月 20 日，這一擔心表現出來：

同熊哲民談，此次到山東一去一來的結果很好。韓說：“希望中央有辦法”。熊告

以“辦法有的：一、一定抗日。二、竭力準備。三、找機會再打。”韓對此甚滿意。三

個團體：一政、二軍、三顧，此三團體均以韓須抗日，故未出事云。
④

韓復榘的“希望中央有辦法”表態，已經把他的無奈和無能的底線透露出來。但是熊哲

民的三點答復，顯然不是出自他本人，應該是代表了蔣介石、馮玉祥二人對他的答復“一、

一定抗日。二、竭力準備。三、找機會再打”。這裏使用的“一政、二軍、三顧，此三團體

均以韓須抗日”進一步表達了馮玉祥對韓復榘的擔心。所以才使用了因為有上述三個團體存

在和施加壓力，韓復榘因此而“故未出事”。

當時，韓復榘在軍事上的最大困難是以下兩點：

一、所謂雜牌軍隊，人人自危，不敢打仗。二、所謂雜牌軍隊，平時餉少，戰時不

補充。
⑤

韓復榘很清楚自己的這一位置。他尤其不想在整個國家並沒有正式向日宣戰之時，他就

山東犧牲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去和日軍進行零星的反抗。他認為那是蔣介石又在使用他的借刀

殺人、排除異己的一貫把戲。

1936 年 6 月 7 日，馮玉祥特別寫信給韓復榘：

熊哲民先生來，要往山東去。我告以到山東要注意。並寫信一封，對韓有點暗示。
⑥

究竟在暗示什麼？馮玉祥雖然沒有在日記中寫出。但是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一開始卻莫

名其妙地如實記載為：“不論怎樣，自己不可打起來，須要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方好。”
⑦
根

據《蔣介石事略稿本》1936 年 6 月 22 日記載：

上午，接宋哲元、韓復榘聯名通電。致慮。應注意三點：一、宋、韓聯名致國府“馬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80 頁。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81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83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86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31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35 頁。

⑦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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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其通逆跡象已灼然若見矣。二、對宋、韓仍應曉以利害與大道。
①

請注意，這裏使用了“馬電”一詞，時間是 1936 年 6 月 22 日。和西安事變後出現的所

謂“馬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這是蔣介石對宋哲元、韓復榘極端不信任的一次表示。

當年的 6 月 25 日，《濟南日報》發佈了宋哲元、韓復榘決定不傾向中央和兩廣任何一方的

中立態度的和平通電。這讓蔣介石略為放心。因為這一時期的蔣介石在面對南方的兩廣反叛

之時，最擔心北方的宋韓也聯名反叛，那樣的話就會出現南北同時夾擊南京政府的局面。

到了同年 7月 9日的日記中則終於明確寫出了蔣介石要發起攻打兩廣、處理陳濟棠的軍

事行動。這為我們提供了馮玉祥暗示的內容是什麼！即，馮玉祥暗示韓復榘：蔣介石為了報

復當年的倒蔣行為已經開打兩廣了，很快就要打韓復榘。因為韓復榘和兩廣一直有結盟關係。

所以，蔣介石本人在 1936 年 7 月 14 日當面告訴馮玉祥：“最好韓、宋二位不管此事，因恐

時太久發生意外之事”，蔣介石又說“已見式堂先生，告知其意，請其函告韓”。
②
當時，

蔣介石已經接到密報：宋哲元和韓復榘二人可能要付逆、成立華北自治政府。他甚至要向閻

錫山請教如何對付宋哲元和韓復榘二人！證據可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接宋哲元、

韓復榘聯名通電：其通逆結寇之陰謀，已灼然若見》、《又預定問閻錫山：對宋哲元、韓復

榘之道，另注意倭態與其陰謀並共匪之趨向》，編號為 002-060100-00114-022 和

002-060100-00114-024。

1936 年 6 月 25 日，馮玉祥寫信給韓復榘，委託梁式堂轉交。同年 7 月 21 日，馮玉祥

再次寫信給韓復榘。同年 8 月 17 日，馮玉祥見到張嶽軍，於是二人又談到韓復榘：

見張嶽軍先生，談在青島見韓之事。又談到何其鞏之起電稿末有頭尾，韓看過始加

頭尾之事。
③

同年 8月 21 日《馮玉祥日記》記載：

同吳蔭卿先生、李協和先生、陳雪軒在功德林吃素飯，……陳雪軒說：“宋可靠，

韓油滑。”……唯他說北方無坦克車及高射機槍等，乃是實話。
④

可見，武器的欠缺是馮玉祥、韓復榘二人的心病！這是最基本的事實。但是，蔣介石為

了保證支持韓復榘抗日，1936 年 8 月 14 日，他特別下令：要求必須給韓軍足夠的武器！證

據請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蔣中正電囑何應欽分期發足韓復榘所需軍械》，編號為

002-010200-00164-037。糾纏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從韓軍撤走了重炮武器才造成韓復榘主動逃

跑的傳言和觀點。因此，武器彈藥的欠缺之說並不是韓復榘主動撤離戰場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變發生後，韓復榘和宋哲元再次聯名發表和平通電。馮玉祥將此事記錄在日記中。
⑤
但是，這件事似乎引得蔣介石不高興。因為在同年 12 月 31 日，馮玉祥見戈定遠時，戈定

遠向他轉達了四個要點：

一、說韓、宋通電系韓主稿。二、韓在原稿又加幾句，宋不知道。三、韓的手續似

有不妥。四、已見蔣先生，然未多談。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60100-00114-022。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5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77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80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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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玉祥這時已經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為韓復榘進行了三點解釋：

一、庸之說，“韓、宋個人之電均為擁護中央，而此電不同，奇怪。”二、不是仔

細看稿之人，難免受人之愚。三、當時我說：“韓、宋在北伐時，皆勇敢善戰，但讀書

太少，心思太粗，發電前必未一句一字有所研討，可以不必顧慮，不過去人看看，把中

央意旨詳告，確有必要。然所去人選，須特別注意，既須老成，說話又須為韓、宋素所

尊重之人，最好如朱子橋先生為最合用也。”孔、林、程均以為然，季陶亦以為然，故

定朱先生去云。
①

問題的嚴重性在此表現出來！按照《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一書的記載：

1937 年冬，蔣介石退出南京，到達武漢，準備入川。韓復榘與劉湘密謀，企圖由

劉湘封閉入川道路，不讓蔣介石入川；韓則準備向南陽、夜樊、漢中一帶撤退，並派人

聯絡宋哲元，要宋部撤守潼關以西，然後由劉、韓、宋聯合倒蔣。蔣介石接到了這一策

劃的密報，遂決心殺韓。
②

但是，這一說法我尚未見到有力的證據和檔案材料。可以說，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韓復

榘與劉湘密謀，企圖由劉湘封閉入川道路，不讓蔣介石入川”的事實。相反，我們根據秦孝

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書記載得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

十一月十二日

決定遷都重慶。先是公於民國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際，即認定四川為民族抗戰復興

基地。蓋其地大、物博、人衆，足以支援長期戰爭，且四川深入內陸，不致遭受敵人之

直接威脅。迄川康軍整理方案完成，省主席劉湘近復來京請示整理四川財政方針及川省

國防建設計畫，並力促中樞遷川，領導長期抗戰。
③

而且，在 1938 年 1 月 20 日，當川康綏署劉湘主任在漢口病危時，蔣介石親自前往探視：

旋得其於當日去世消息，頗悼惜之。二十二日，國民政府令：任命張羣為四川省政

府主席。又令褒揚劉湘，追贈陸軍一級上將。
④

因此，上述“韓復榘與劉湘密謀，企圖由劉湘封閉入川道路，不讓蔣介石入川”之說是

無中生有、造謠中傷的虛假的口述史料，完全不可以相信。

1937 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致電韓復榘，要求他務必帶兵返回泰安、臨沂一帶，絕對

不可將國土白白送給日軍，該電文如下：

第三路軍向方兄所部，務希遵照前令，其主力須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泰山山脈地

區之各縣，以為將來收復失地之根據，萬勿使倭寇垂手而定全魯也。
⑤

①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869 頁。

②
《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中華書局，1978 年，247 頁。

③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④
見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

⑤
見《蔣中正電李宗仁第三路韓復榘部務遵前令其主力分佈於泰安至臨沂》，檔案編號

002-020300-00010-002。

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javascript:go2(299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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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照片如下：

但是，韓復榘沒有執行。應該說，這才是蔣介石最終決定殺韓復榘的致命導火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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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因為他在此之前的幾次主動撤退而放棄了濟南和泰安、大汶口等地，那麼就不會出現

12 月 31 日的蔣介石再次下達軍事部屬的問題了！因為，我們發現在此之前，韓復榘的每一

次撤離行為均通知了蔣介石，至少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如果韓復榘能夠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繼續接到蔣介石的軍令和軍事部署後，證明了當時的蔣介石認可了韓復榘在幾個城

市以往就出現過的軍事撤退行為。只要韓復榘可以立刻帶兵“分佈於泰安至臨沂一帶泰山山

脈地區之各縣”，也就是蔣介石安排他留下來與日寇打遊擊戰，那麼韓復榘的戰略撤退將得

到認可和免責。但是，韓復榘不是不想這樣做，只是因為他選定的遊擊地點是武勝關，而不

是泰山山脈地區。

1938 年 1 月 11 日，蔣介石召開高級軍事將領會議，討論對韓復榘的處理問題。蔣認

為：“因其抗戰以來，迭次不遵命令，擅自撤守，致軍事上重大損失。”最後，大家一直

通過決議，對韓復榘撤職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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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韓老太爺和侯寶林：究竟誰在“關公戰秦瓊”

無論蔣介石內心中殺韓復榘大真實理由是什麼，總之，韓復榘被殺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

蔣介石的祭旗這是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韓復榘生前無論如何也設想不到：在 1949 年新中國建國後，他居然再次成為人民大眾

娛樂文化的反面角色。不過，這次被娛樂的重點卻是他的父親韓老太爺。這就是盡人皆知的

著名相聲《關公戰秦瓊》。

這個段子說的是民國早期時代一個戲班子到韓復榘的父親家去給韓老太爺祝壽唱堂會，

據說當時上演了京劇名段《千裏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而壽星佬韓老太爺因為不知

道戲劇舞臺上的“紅臉”演員是誰？在得知原來是關公後，問手下人這個關公是哪兒的人？

在得知關公的家鄉為山西運城後，立刻質問“山西人為嘛到我們山東來殺人？有我們的命令

么？你知道他是誰的人不？他是閻錫山的隊伍！”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並當場要求演員們唱

一段隋唐時期山東大將秦瓊和這個山西大將關公比武的戲。因為關公和秦瓊相差幾百年之

多，因此鬧出了極大的笑話。

這段相聲如下：

侯寶林：您說那年頭兒戲園子裏夠多亂？

郭啟儒：有人說堂會戲還好點兒。

侯寶林：啊，堂會戲呀？更亂了。

郭啟儒：堂會戲也亂哪？

侯寶林：有一次我在山東濟南，就在大軍閥韓復榘他們家裏頭看了一回堂會戲。

郭啟儒：就是那個大軍閥呀！

侯寶林：對呀，給他爸爸辦生日。呵，那天戲挺熱鬧。

郭啟儒：都演的什麼戲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A4%8D%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0%82%E4%BC%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5%89%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9%87%8C%E8%B5%B0%E5%8D%95%E9%AA%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7%E4%BA%94%E5%85%B3%E6%96%A9%E5%85%AD%E5%B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8E%E9%94%A1%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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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那天呀？那個戲，頭一出是《百壽圖》。

郭啟儒：那是拜夀的戲嘛。

侯寶林：第二出是《禦碑亭》大團園。

郭啟儒：吉祥啊。

侯寶林：三一出是紅淨戲。

郭啟儒：什麼戲？

侯寶林：《千裏走單騎》長過五關斬六將……

郭啟儒：這個戲是文武帶打啊！

侯寶林：是啊。那壽星佬坐在頭一排。就是那個韓復榘他爸爸。

郭啟儒：為他演的戲嘛。

侯寶林：人家別人都叫好。他不願意聽。

郭啟儒：他不愛看？

侯寶林：《千裏走單騎》唱得正熱的時候。

郭啟儒：嗯。

侯寶林：他站起來了：“別唱了。你們這是嘛戲啊？都下去！”

郭啟儒：轟了啊！

侯寶林：把你們的管事的叫來。

郭啟儒：怎麼了？

侯寶林：演員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郭啟儒：就是啊。

侯寶林：趕緊跑下去了。管事的來了：“老太爺，您有什麼吩咐啊？”

郭啟儒：對啊，什麼事啊？

侯寶林：你們唱的這是嘛戲啊？

郭啟儒：聽了半天不知什麼戲。這是《千裏走單騎》關公戲。

侯寶林：那紅臉的是誰啊？

郭啟儒：好嘛，不知道是誰？紅臉的那是關雲長啊。

侯寶林：那關雲長他是哪里的人啊？

郭啟儒：他是山西人。

侯寶林：山西人？

郭啟儒：哎。

侯寶林：山西人為嘛到我們山東來殺人？

郭啟儒：怎麼了？

侯寶林：有我們的命令嗎？你知道他是誰的人不？

郭啟儒：他是誰的人啊？

侯寶林：他是閻錫山的隊伍。

郭啟儒：什麼亂七八糟的這是。

侯寶林：為嘛不唱我們山東的英雄？

郭啟儒：關公也是英雄啊！

侯寶林：我們這裏有好漢秦瓊秦叔寶為嘛不唱呢？

郭啟儒：哦，愛聽秦瓊的戲。

是。老太爺，不知道您喜歡聽什麼戲？那就請您點戲吧。

郭啟儒：你點一出吧。

侯寶林：我問問你：“是這個關公的本事大還是這個秦瓊的本事大？”

郭啟儒：他們這事誰知道啊？



《韓復榘别傳：傳說與史實對比研究》

172

侯寶林：他們倆人沒比過。

郭啟儒：不是一朝代的。

侯寶林：今天讓他們比比。

郭啟儒：哦，比比啊？

侯寶林：來個《關公戰秦瓊》

郭啟儒：好嘛！

正在表演相聲《關公戰秦瓊》的侯寶林、郭啟儒像

在《我的父親韓復榘》一書中，韓子華先生十分輕描淡寫地答復了這一問題：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有段相聲《關公戰秦瓊》，說的是前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

在濟南為其父祝壽，辦堂會，壽公亂點戲譜，鬧出諸多笑話。父親 1930 年 9 月在濟南

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而爺爺早於 1925 年即在北京去世，何來濟南祝壽之說？
①

然後，該書還特別提供了一段文字講述現金的學者對侯寶林藝術改編《關公戰秦瓊》的

意見：

大連大學師範學院原名譽院長於植元教授在一次學術報告會上講：“有一年，我和

侯寶林先生在一起半個多月，我說：你那個相聲《關公戰秦瓊》得改，為什麼？因為韓

復榘雖是軍閥，但他是一位學者。他的古文字學、音韻學的修養很深，詩寫得好，字也

不錯。記得黃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講學，回來很激動地說：‘我發現了一個人才——韓

復榘，那麼多人聽我講學，只有韓復榘全懂。他對古音韻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是大

家，詩寫得好，字寫得好。’瀋陽故宮裏有他的字。寫文藝作品的人誤會了他，他們是

把山東督軍張宗昌的事給韓復榘安上了，相聲上這麼一講，韓復榘就是魯莽之人了，這

①
《我的父親韓復榘》，中華書局，2013 年，2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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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東西很可怕。所以我們現在不學歷史，只看文藝作品，看電影，聽相聲，以後還不一

定把人都教成什麼樣子了。”
①

這裏最為核心的史料就是韓復榘 1930 年 9 月在濟南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之時，而他父

親韓老太爺已經逝世五年之久！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誰在“關公戰秦瓊”這還用說嗎？！

根據史料記載：

1930 年 9 月 5日，中華民國政府國務會議決定：改組山東省政府，韓復榘接替陳

調元，出任省政府主席。

在整個民國時期的山東省，舉辦過堂會為自己父親祝壽的唯一的一個山東軍閥就是張宗

昌。1925 年 4 月開始，他被張作霖任命為山東軍務督辦。直到他 1928 年 9 月逃亡大連，實

際統治了山東省四年。歷史上的張宗昌並非時下所流傳的“狗肉將軍”！在軍事實力上，他

擁有當時中國最精銳的裝甲列車部隊，是近代中國裝甲戰車之父。

張宗昌與韓復榘像

但是，實際上最早表演《關公戰秦瓊》這段相聲的人是天津市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小蘑

菇。小蘑菇是相聲大師常寶堃的藝名。他生於 1922 年，1951 年 4 月 28 日犧牲在抗美援朝

慰問演出活動中。

①
《我的父親韓復榘》，中華書局，2013 年，36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E7%9C%81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AE%9D%E5%A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AE%9D%E5%A0%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E%9D%E5%A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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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小蘑菇像

而在相聲大師常寶堃表演的那段相聲裏的主人公並不是韓復榘及其父親韓老太爺，而是

舉辦過堂會為自己父親祝壽的山東軍閥、有著“中國裝甲戰車之父”稱號的張宗昌。

將這一傳統相聲加以改編的卻是侯寶林。正是在他筆下，《關公戰秦瓊》的主人公成了

韓復榘。隨著侯寶林傑出的表演及其日益增加的聲譽，連帶著這一相聲段子也日益著名、盡

人皆知！

黃德和在《〈關公戰秦瓊〉的由來》一文中陳述：“據《中國相聲史》記載,《關公戰

秦瓊》這段相聲早在 30 年代即已問世。”該文記載這段相聲的創作人是長期在北京和西安

兩地表演相聲的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張傑堯。他生於 1893 年，1971 年逝世。

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張傑堯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AE%9D%E5%A0%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E%9D%E5%A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AE%97%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5%AE%9D%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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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些人努力將此段相聲的創作素材上溯到晚清和民初。但是完整的《關公戰秦瓊》

卻是出現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韓復榘、和韓老太爺沒有任何關係。真正的關聯人是張宗

昌。他熱衷於辦理祝壽活動。在主政山東期間短短四年就主辦了多次祝壽活動，每年有四大

壽慶：他自己、他親生父母、他的養母。此外，他還給自己的兩個姨太太舉辦壽慶活動。1925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日，張宗昌以山東軍務督辦的身份，首次為生母祝壽，舉辦堂會，約

請了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程硯秋、蔣君稼等到家。這才是《關公戰秦瓊》這一相聲

素材的直接來源。因此，《關公戰秦瓊》這一相聲的產生最早不會早過 1925 年 5 月，最晚

不會晚於 1930 年 9 月！這是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結論。

有人主張：侯寶林在五十年代初因回應當時批判梁漱溟這一時代條件下才對相聲進行了

改編，將主角換為韓復榘。即，為了回應批判梁漱溟的號召，才揭批當年賞識梁漱溟並支持

他在民國時代大搞“山東鄉村建設運動”的韓復榘。是否如此，請讀者自我思考和判斷。

當然，我們很高興看到，今天這個相聲段子已經被修改了。不再提是韓復榘和韓老太爺

的名字了。這是一個正視歷史的進步。

但是，在侯寶林版的《關公戰秦瓊》中，韓復榘的老爸韓老太爺成了一個無知、粗暴、

蠻橫的地方土豪、惡霸的典型代表和典型形象。歷史上的韓老太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呢？

讓我們進入下一章的敘述和考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E7%9C%81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5%AE%9D%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6%BC%B1%E6%BA%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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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歷史上的韓老太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根據《霸縣新志•韓淨源先生墓表》記載，韓復榘的老爸韓老太爺，原名韓世澤，字淨

源。而韓宗喆在《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中卻介紹說：

韓復榘的父親韓世澤，字靜源，生於清鹹豐十一年（西元 1861 年），耕讀為業，

家道小康，光緒十二年（西元 1886 年）為博士弟子（秀才），後在本村和鄰村任塾師

多年。村塾收學費極廉，每個學生一年不過五百枚制錢，教授幾十名學生也就是五吊錢，

如此微薄的收入，實難養家，韓世澤還要下河撈魚捕蝦，以維持家庭生活。光緒二十八

年（西元 1903 年），朝廷提倡新學，霸州開始興辦新式學堂。韓世澤被鄉人公舉赴縣

城參加師資甄別，合格後任本村初等小學堂教員。1925 年秋，韓世澤病逝於北京西城

毛家灣七號寓所，享年 64 歲，臨終前遺訓子孫：“世世勿忘為讀書人。”
①

這裏主張韓世澤“字靜源”，根本沒有提到過韓世澤“字淨源”的地方誌記載。但是，

我在《霸縣新志•韓淨源先生墓表》中並沒有發現類似於韓世澤“又字靜源”之類的記載。

按照原始版本的家譜族譜及其抄件的權威性要遠遠大於地方誌史料記載這以角度來說，如果

韓家的原始家譜、族譜中沒有力證支撐韓世澤“字靜源”的話，那麼，《韓復榘與西北軍》

一書中所介紹的“韓復榘的父親韓世澤，字靜源”應該值得商榷。

而在《民國人物傳•韓復榘》中居然介紹說：“父韓靜原”。
②
可見此文作者的輕率和失

於考證。

按照《霸縣新志•韓淨源先生墓表》記載，韓世澤的祖籍，則是“世居武昌蒲圻。明永

樂間徙順天霸州，即今霸縣。世以儒術著。”這裏的“蒲圻”，也就是今天的赤壁市。當時

隸屬於武昌縣。這是韓家遠祖祖籍。

韓復榘的祖籍所在地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3頁。

②
《民國人物傳•韓復榘》第一卷，中華書局，1978 年，243 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BE%A9%E6%A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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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介紹：

據韓氏族譜記載：韓氏祖居湖廣布政司武昌府蒲圻縣（今湖北省赤壁市）大車裏村。

“蒲圻”因“湖多蒲草”而得名，三國時期孫權在此設縣。
①

而這支韓氏，則是“明永樂間徙順天霸州，即今霸縣。世以儒術著。”《霸縣新志•韓

淨源先生墓表》中並沒有說明“世居武昌蒲圻”時代是否家族就已經“世以儒術著”這一問

題。但是，從明代永樂年間遷移到順天府霸州以後，才出現了“世以儒術著”這一現象。

霸州的地理位置

霸州名勝張家大院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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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介紹：

韓氏自第八代至第十七代有男性直系後裔 20 人，皆為學子，其中庠生（科舉制

度中府、州、縣學生員之別稱）9 人，貢生（挑選府、州、縣秀才中成績優異者，升

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或“太學生”）9 人。韓復榘（韓氏第十八代孫）

之父是秀才，祖父和叔父都是太學生。
①

這一介紹是可信的，基本可以在《霸州州志》和《霸縣新志》中得到記載和反映。因此，

至少到了韓家遷移到順天霸州為止，韓家並不是一個無知、粗暴、蠻橫的地方土豪、惡霸的

典型代表和典型形象。

那麼，地方誌中記載的韓老太爺是個什麼樣的人呢？讓我們先將這一史料記載如實公佈

如下：

地方誌史料記載的真實的韓復榘的父親韓老太爺

我們將這篇珍貴的史料全文抄錄如下：

《霸縣新志•韓淨源先生墓表》

霸縣高步瀛撰文

恩施幡增祥書丹

先生諱世澤，字淨源。姓韓氏。世居武昌蒲圻。明永樂間徙順天霸州，即今霸縣。

世以儒術著。曾祖允訥、祖曾玉。考應徵，妣氏楊。兄弟二人。先生其長也。先生之子

復榘，娶予從兄之子，故予與先生為婚姻，而予幼居外方，戚友多不相知。民國五年終，

復榘從軍南苑。先生送孥至燕京，款廬來訪。於是始相識。其容岸然，而和言藹然而

肫。至衣冠樸素，而無隕獲之態。予心奇之，竊意為有道君子也。

別去數年未相見。時從鄉人詢先生行誼，事親孝，撫弟友愛。家貧，長始讀書。年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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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乃得為博士弟子，教授於鄉，誨人諄諄無倦。

清光緒庚子，拳匪亂作，母楊太夫人及弟潔亭公皆被害。先生痛甚，幾以身殉亂已。

家益困，鄉人公舉先生為小學教員。從先生學者皆能敦品節、知大義。鄉人以是重先生

述者，無異同。予竊幸向之意先生者，為不謬。

越六年，復榘以勞擢團長。先生復來較益親然不數數見也。

又二年復榘為國民第一軍旅長，家亦稍裕矣。復見先生意態被服如昔而氣益和，乃

愈歎為有道君子。

明年，東北戰事起。都城歷數驚。而先生意氣靜穆如平時，益信非有道君子不能也。

未幾以微疾卒。遺訓子孫：“世世勿忘為讀書人”。時民國十四年十月廿一日。享年六

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臺山先塋之次。

元配胡夫人，無子。繼娶李夫人，同邑處士希賢公女。拳匪之難，以死衛其姑，被

數創幾殞。佐先生治家，有賢聲。生子五：復森、復楙、復模、復榘、復彬。復楙出為

叔父[子]。後復模早卒。復榘今河南主席。女一，適同邑崔作霖。先卒。孫四人，皆幼。

先生葬後五年，其從弟世望以狀來，請文表先生墓。述其行誼與聞於人者，皆同獨

謂先生“幼從世父教諭公遊。篤信程朱之學，為鄉人所未及。”嗚呼！可謂知本矣。

予嘗以為世運之隆替，風俗、人心之良窳，一視學術為變所遷。有清钜儒，高樹漢

學之幟，屏宋儒義理為空疏不足道。於是踐形盡性之學，置不復講。一旦利害迫其前，

貧富異其境，有不免改其常度者矣。得毋以日蹩孽於名物訓詁，勘校同異而無義理之蘊

養其中耶？

若先生宅心澹泊，閱萬變而終不淪洵，無愧有道君子而為今世所罕覯。微韓氏請予

猶將揭櫫其行誼，以為當世則效而況先生之淑其身、著其鄉、遺教其子孫者，尤望韓氏

世守之勿替，則予文雖蕪類其諸附以不朽也夫！

這段見於史冊的文字，真實記載了韓老太爺的一生。我相信侯寶林在改變《關公戰秦瓊》

時絕對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歷史文獻在世，否則他斷然不敢如此“關公戰秦瓊”般的肆

意胡編亂造了。

韓宗喆撰寫的兩卷本《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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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史料涉及到了韓家由來及其主要祖先的重大史實和韓老太爺的婚姻及其子孫情況。

“曾祖允訥、祖曾玉。考應徵，妣氏楊。兄弟二人。先生其長也。”

這是介紹韓老太爺的曾祖父叫韓允訥、祖父叫韓曾玉、父親叫韓應徵，韓老太爺的妻子

姓楊。韓老太爺兄弟二人，而他居長。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介紹：

韓復榘的祖父韓應徵，字莘圃（1837—？），太學生，娶妻勝芳鎮楊氏，有二子一

女。長子韓世澤，字靜源（1861—1925），韓復榘之父。次子韓世濂（1865—1900），

字潔亭，太學生，博學多才。女嫁本縣薛各莊崔氏。
①

顯然，這段記載應當共同出自《韓氏族譜》文獻。

“清光緒庚子，拳匪亂作，母楊太夫人及弟潔亭公皆被害。”

這是介紹韓老太爺的生母楊氏及其弟弟韓世濂一同死於 1900 年的義和團事變中。該墓

表和《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都沒有解釋韓應徵是否也在這場事變中罹難。

河北的義和團旗幟

從《韓復榘與西北軍》該書對於韓應徵的死亡時間寫作“1837—？”，可以得知這是韓

家人不想留存的記憶之一。我們有理由懷疑韓應徵應該和夫人、次子一同罹難。或許就是逃

命途中意外失散而生死不知。接下來記載的韓老爺本人的繼室也在這場事變中九死一生，可

以想見當時韓家受到了多大的重創：“繼娶李夫人，同邑處士希賢公女。拳匪之難，以死衛

其姑，被數創幾殞。”因此，1900 年的韓家，可以說遭遇了滅頂之災！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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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畫家筆下的義和團攻打教堂場面

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對此問題的介紹是：

韓家原非教民，但韓復榘叔父韓世濂曾參與修築天津至山海關之鐵路工程，其間涉

獵西學，粗通外語，家中又藏有一些西裝書，引起團民側目。陰曆五月二十一日，鄰村

西臺山義和團指其為“二毛”，突襲韓宅，韓世濂被殺，庭院也付之一炬。韓復榘祖母

楊氏，年邁體衰，未及逃出家門，葬身火海。韓復榘生母李氏挈孤幼出走，凡中槍擊者

三，以救獲免。
①

“述其行誼與聞於人者，皆同獨謂先生‘幼從世父教諭公遊。篤信程朱之學，為鄉人所

未及。’”

這段文字就已經明確闡述了韓老太爺的學術思想，和當時大多數讀書人一樣，是以程朱

理學作為宗旨的。而指導他學習的是“世父教諭公”。這裏的“世父”，按照《爾雅•釋親》

解釋：

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因此，也就是指“世父教諭公”韓應徵的哥哥韓教諭。但是，在已經出版的《韓復榘與

西北軍》、《我的父親韓復榘》中只公佈了《韓應徵家族表》。沒有介紹“世父教諭公”的

家族情況。相信應該記載在完整的《韓氏族譜》中。

其實，根據我的考證，韓氏家族中在晚清時代中舉者尚有多人！比如：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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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壬午科考中為“恩貢生”的韓應慧，和韓應徵為同族兄弟行。

“世父教諭公”韓應徵的哥哥韓教諭的家族中也是能人倍出。比如：

畢業於中央測繪學校的韓復遂、畢業於日本測量學校的韓復達，這二人和韓復榘又是同

族兄弟行。

中央測繪學校，也就是最早創建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 年)的北京京師陸軍測繪學堂，

1911 年改稱為中央陸軍測量學校。當時，在接受德國軍事化教育的日本和晚清時期，學習

測量絕對是先進而時髦的學科，也是走向國家軍事化的最佳途徑。下麵這份檔案文獻證明了

當時投身測量學校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建議省府特請本省青年報考測量學校》的建議書

韓氏家族中連續多人投身軍事，可見軍閥韓復榘的產生，絕非偶然因素！實際上是有著

深厚的家族背景。這一點是很多同類論著所沒有注意到的。

在高步瀛撰寫的這篇墓表中，多處出現了以“有道君子”對韓老太爺的描述。第一次是

在作者初見韓老太爺時：“先生送孥至燕京，款廬來訪。於是始相識。其容岸然，而和言藹

然而肫。至衣冠樸素，而無隕獲之態。予心奇之，竊意為有道君子也。”這是韓老太爺的公

子韓復榘尚未發達之時，所以韓老太爺本人則是“衣冠樸素”但是卻沒有表現出“隕獲之態”。

這裏的“隕獲之態”，典出《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之說。

指因為身處於困境而喪失了本來面目和志向。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說的就是這

種人！這是講“窮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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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韓復榘從軍後晉升為國民第一軍旅長時：“家亦稍裕矣。復見先生意態被服

如昔而氣益和，乃愈歎為有道君子。”這是韓復榘開始在軍中晉升，已經出現了“家亦稍裕”

的現象。但是，這時作者和韓老太爺見面時，依然感受到“意態被服如昔而氣益和”！這次

作者在得知韓家已經逐漸走出困局、開始發達主時，韓老太爺依然故我，絲毫沒有“貴移交”

的那些傳統陋習。於是，再次引出了作者對韓老太爺的“有道君子”的感歎！這是講“發達”

時。

徐悲鴻所書孟子之言

第三次是東北戰事發生之後，都城歷數驚：“而先生意氣靜穆如平時，益信非有道君子

不能也。”在戰亂中，韓老太爺表現出了驚人的冷靜，這讓作者第三次讚歎他為“有道君子”。

這是講“戰亂”時。

這裏連續出現的“有道君子”之說，我們有必要對它的含義進行解釋和考證。一般認為，

它源於《論語·裏仁第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

這一境界被孟子再次解釋，就成了著名的“大丈夫”的境界。見《孟子·滕文公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段經典，漢代著名的經學家趙岐解釋為：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幹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

與民共之；不得志，穩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4%BD%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81%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88%E5%A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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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清內府藏宋刊大字本趙歧《孟子章句》

將這兩者結合起來，應該才是《霸縣新志•韓淨源先生墓表》中所謂的“有道君子”的

準確含義。第一次出現的“有道君子”是在“窮困”時，屬於孟子所謂的“貧賤不能移”。

第二次出現的“有道君子”是在“發達”時，屬於孟子所謂的“富貴不能淫”。第三次出現

的“有道君子”是在“戰亂”時，屬於孟子所謂的“威武不能屈”。實際上，高步瀛的此文

連續舉出他和韓老太爺這三次的特殊見面和他對韓老太爺的“有道君子”的價值判斷，正是

作者特意設計的富貴、貧賤、威武三個階段！高明的作者並沒有在文章中點出來，但是卻故

意設下伏筆，留給後人和讀者去深刻領悟！請問，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世家和儒學精神的實

踐者，究竟在哪里表現出了“無知、粗暴、蠻橫的地方土豪、惡霸的典型代表和典型形象”

了？！我們實在不知道，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是什麼壓力和指示啟發了侯寶林如此改變

傳統相聲的靈感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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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歷史上的韓太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前文介紹了歷史上真實的韓老太爺的形象。按照近現代中國醜化軍閥的習慣與傳統，一

定會涉及到軍閥有幾房姨太太等熱門話題。現在，韓老太爺已經從一個傳統文化世家和儒學

精神的實踐者，被醜化成了“無知、粗暴、蠻橫的地方土豪、惡霸的典型代表和典型形象”，

那麼他的原配夫人和如夫人，想必也是大家所關心的熱點話題之一。可惜，製造了“關公戰

秦瓊”般的偽劣相聲產品的改編者，並沒有“乘勝追擊”，深挖並繼續醜化韓老太爺家中的

女人們！在那個瘋狂而失去理性的時代，這還真要謝天謝地。現在，我們在還原了一個真實

的傳統文化世家和儒學精神的實踐者韓淨源老先生的歷史原貌之後，決定繼續探索，看看站

在他身後的女人韓太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在上一章的《韓淨源先生墓表》一文中，已經涉及到了她：

元配胡夫人，無子。繼娶李夫人，同邑處士希賢公女。拳匪之難，以死衛其姑，被

數創幾殞。佐先生治家，有賢聲。生子五：復森、復楙、復模、復榘、復彬。

這裏首先交代的問題是：韓老太爺元配無子，這才出現繼娶問題。繼娶夫人姓李。是韓

老太爺同村的處士李希賢之女。所謂“處士”，指雖有德才卻隱居而不願為官之人；也泛指

從未做過官的讀書人。《漢書•東方朔傳》中列舉了幾個這樣的處士：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範蠡，忠合子胥。

杜甫《贈衛八處士》詩配畫

根據《霸縣新志•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記載的“太夫人於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病卒，

享年七十有二”之說，則李夫人之生年當在 1857 年。又根據該墓誌銘“年二十二歸”的記

載，則韓、李結婚之年當為 1879 年。這一年，韓老太爺年僅 18 歲。而他的初婚之年大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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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年前後，即他 16 歲前後。當時的元配胡夫人應該在 14-16 歲之間。當年年初結婚，年

底無子，來年年底依然無孕，這才作出了繼娶的決定。這在“無後為大”的明清時期是非常

多見的事情。

這裏特別提到了“拳匪之難，以死衛其姑，被數創幾殞。”也就是 1900 年，當時她 43

歲。這裏的“姑”，一說指家姑；即婆婆。

根據《韓淨源先生墓表》記載：

清光緒庚子，拳匪亂作，母楊太夫人及弟潔亭公皆被害。

李夫人曾經冒死搶救自己的姑婆楊太夫人。也因此她身受三次槍傷。又見記載：

即而造庚子之變，盡室逃散。威姑弱弟，鹹造毒害。太夫人攜孤幼出走，凡中槍擊

三，以救獲免。

這裏也說明了一同傷亡的還有“弱弟”，即韓世濂。這兩處記載相互印證，證明了這裏

的“姑”即楊太夫人，李夫人的婆婆。

另外還有二說值得參考。一說指即是韓老太爺的妹妹。即韓宗喆《韓復榘與西北軍》一

書中所介紹的“次子韓世濂（1865—1900），字潔亭，太學生，博學多才。女嫁本縣薛各莊

崔氏。”
①
但是，還存在第三種可能，即指韓老太爺的長房元配胡夫人。根據韓宗喆《韓復

榘與西北軍》一書對此問題的介紹是：

陰曆五月二十一日，鄰村西臺山義和團指其為“二毛”，突襲韓宅，韓世濂被殺，

庭院也付之一炬。韓復榘祖母楊氏，年邁體衰，未及逃出家門，葬身火海。韓復榘生母

李氏挈孤幼出走，凡中槍擊者三，以救獲免。
②

這裏記載的是“韓復榘生母李氏挈孤幼出走，凡中槍擊者三，以救獲免”，我們完全無

法知道她是如何的“以死衛其姑”的！如果是在家裏，那麼大火沖天，多次進出火場搶救也

不是沒有可能。這裏的“以死衛其姑”就是搶救自己的家姑楊太夫人。如果是“韓復榘生母

李氏挈孤幼出走”在外，再次遇到槍擊，那麼這時她的“以死衛其姑”的姑，就根本不是家

姑楊太夫人，而只能在長房胡夫人和“女嫁本縣薛各莊崔氏”的那個小姑子之間作出選擇。

——很遺憾，在如此重大而混亂的家族史記載面前，韓家後人的著作沒有給予我們以清

晰的解答。或者，他們沒有意識到“以死衛其姑”在這裏居然存在著三種解釋！

但是，至少這個李夫人的愛心、孝心已經使我們對她產生了好感！根據《霸縣新志•韓

太夫人李氏墓誌銘》記載：

太夫人姓李氏，世為霸縣人。曾祖諱義堂、祖諱仁山、考諱希賢。

這裏首先交代了李夫人的曾祖父是李義堂、祖父是李仁山、父親是李希賢。見以下照片：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3頁。

②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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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誌史料記載的真實的韓復榘的母親韓太夫人

我們將這篇珍貴的史料全文抄錄如下：

《霸縣新志•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桐城吳闿生撰文

肅寧劉春霖書丹

安陽呂吉祥篆蓋

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公復榘既喪顯妣太夫人。爰以一月三日奉安於霸縣臺山之南原。

維懿德淑徽，大懼不克，彰顯於後，乃撰述行義，刻石於玄堂幽隧，以詔遼遠。

太夫人姓李氏，世為霸縣人。曾祖諱義堂、祖諱仁山、考諱希賢。年二十二歸太翁

靜原公。尊章在堂，樨弱在抱，奉老慈幼，曲有恩紀，門內雍然。裏中鹹稱誦“韓氏有

賢婦矣”。

生子凡六人。噢咻不怠，而教誨必嚴。晨起操作，夜分檢校，盤匜盤簠，簋筥孅屑，

悉備悉慮。暇則課督子女。書筴在前，針紩在右。載譙載紉，口手交乘。嘗曰：“貧困

不足慮，要當使兒輩奮發，有所建樹，為邦國光，斯不負耳！”

即而造庚子之變，盡室逃散。威姑弱弟，鹹造毒害。太夫人攜孤幼出走，凡中槍擊

者三，以救獲免。

及諸子濅成立，長子復森行賈黑龍江。餘亦各有所得。太夫人乃稍慰。而復榘遂以

軍功顯擢，洊膺河南省政府主席，奉迎板輿至開封就養。節鉞崇隆，門戶昌大。識者皆

曰：“韓氏今日之光耀，皆太夫人積累之所致也。”

太夫人慈祥愷悌，老而不衰。常以“盡忠國事，愛惜民生”為復榘誡。嗚呼！鼎革

以來，國家搶攘，兵戈屠僇之釁，無日無之。所賴英琦將帥，維匡鎮攝方州，遺黎庶獲

安枕曏者，流離之禍，太夫人之惠澤流衍，當世者蓋未始有極也。豈獨矜閥閱之尊榮而

已哉！

太夫人於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病卒，享年七十有二。子復森、復懋、復榘、復彬。

女一適崔作霖。孫嗣爕、嗣烺、嗣煉、嗣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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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曰：“幽薊之郊，古多 俠，土俗淳深，川原復疊，是建是營，崇邱揭孽，庶奠

幽靈，永廣億葉。”

這段史料涉及到了李家、韓家及其主要祖先的重大史實和韓老太爺的婚姻及其子孫情

況。

“尊章在堂，樨弱在抱，奉老慈幼，曲有恩紀，門內雍然。裏中鹹稱誦‘韓氏有賢婦矣’。”

這裏的“尊章”，亦作“尊嫜”。指自己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公公、婆婆。《漢書·廣

川惠王劉越傳》：“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顏師古《漢書注》：“尊章，猶

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鐘’。鐘者，章聲之轉也。”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記載：“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又見《剪燈新話·愛卿傳》記載：“記尊嫜抱病，親供藥

餌；高塋埋葬，親曳麻衣。”

這裏的“樨弱”，即“稚弱”。“樨”字，本字作“穉”。《楚辭·大招》中有“樨朱

顏只”一語，《楚辭注》解釋“樨”字為：“幼也”。

這裏的“恩紀”，指待人寬厚而不枉法。《南史•蒯恩傳》中“撫士卒甚有恩紀”一語。

這裏的“雍然”，又可用為“雍雍然”，指氣度雍容大方。

上述二十個字，就已經寫出了韓老夫人的賢德和才幹！故此才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推崇“韓

氏有賢婦矣”！

“生子凡六人。噢咻不怠，而教誨必嚴。晨起操作，夜分檢校，盤匜盤簠，簋筥孅

屑，悉備悉慮。暇則課督子女。書筴在前，針紩在右。載譙載紉，口手交乘。嘗曰：‘貧

困不足慮，要當使兒輩奮發，有所建樹，為邦國光，斯不負耳！’”

這裏的“噢咻不怠”，指安撫而沒有鬆懈。《新唐書·高郢傳》：“縱未能出禁財，贍

鰥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噢休之。”明張居正《門生為師相中元高公六十壽序》：“問民所

疾苦，撫摩而噢咻之。”

這裏的“盤匜盤簠，簋筥孅屑”，以常見的幾種青銅食器，代指日常生活用具。由於此

文作者是當時著名的金文學家，他習慣於使用青銅器來代替現實生活中的用具。

這裏的“針紩”，本意指縫補衣服。這裏的“載譙載級，口手交乘”，指動手動嘴，教

育子女。

這幾句是描寫在艱苦生活環境下，韓老夫人不忘教育子女，並以身作則。

“太夫人慈祥愷悌，老而不衰。常以‘盡忠國事，愛惜民生’為復榘誡。”

這裏的“盡忠國事，愛惜民生”深刻襯托出韓老夫人對韓復榘的教誨。這是古代岳母“精

忠報國”的現代版。

此文作者吳闿生，生於 1878 年，卒於 1949 年。清末民初著名的金文學家、詩人、政治

家。學者尊稱北江先生，吳汝綸之子。曾官至民國政府的教育次長。他和高步瀛是好友。他

的弟子眾多，最有成就的如著名古文字學家於省吾教授、著名文史學家齊燕銘教授、謝國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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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吳闿生、高步瀛像

《韓淨源先生墓表》一文出自高步瀛，而《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則出自吳闿生。這一

對兒文壇好友、學林鉅子，分別給韓老太爺夫妻寫墓誌銘。高步瀛，生於 1873 年，卒於 1940

年。雖然他和韓家有姻親關係，又是同鄉，但是他更是當時學界鉅子、吳闿生之父吳汝倫的

學生。因此，他和吳闿生是兄弟關係。他們一起留學日本，又一起在民國時代教育部任職，

更一起主持了著名的奉天萃升書院。

而根據《韓淨源先生墓表》一文記載，我們知道：“先生之子復榘，娶予從兄之子”這

樣一個姻緣關係。即，高步瀛的“從兄之子”是韓復榘的岳父。所謂“從兄”，顏師古《漢

書注》：“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即所謂的堂兄。

青年時期的韓復榘夫人高藝珍像

根據《韓復榘與西北軍》一書的記載：

光緒三十四年秋，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病逝，聖諭全國舉哀。是年，韓復榘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0%83%E5%8D%87%E4%B9%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9C%E5%B8%88%E5%8F%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8E%E7%88%B6%E5%85%84%E5%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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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與本縣北莊頭村高氏之女高藝珍結婚。韓、高兩家之所以選擇此時舉辦婚事，

緣為“斷國孝”期間，婚嫁概不准動用絲竹及鑼鼓響器；衣著不准染有紅紫諸色；待客

不准擺設宴席等等。如此男方不僅可以節省一大筆費用，女方也可為陪嫁寒酸磣遮羞。

高氏家族原為世代書香的大戶人家，後中落，但仍以“文”名見稱於鄉里，高藝珍之父

與韓父韓世澤當年為同窗好友，其堂叔為著名學者，北學領袖人物高步瀛。
①

可見，這裏說明了高步瀛是高藝珍的堂叔。又見該書：

高藝珍，字淑德，一作聖坤，長韓兩歲，韓呼之大姐。高氏性格開朗，心底善良，

雍容大度，榮辱不驚，深受韓復榘敬重。
②

類似記載還出現在《我的父親韓復榘》一書中。該書還特別記載了高、韓二人的交往：

1920 年代初，父親駐軍北京南苑，因仰慕高先生的道德文章，偶爾進城，輒前往

府上拜訪。先生時任政府高官，父親僅為區區團長，恒待之以禮。先生記誦博洽，辭章

典故，如數家珍。父親每遇古人詩文難解之處，輒向先生請教。先生必命父親從其堆積

如山的藏書中取出一冊冊書卷，再令其翻至某某頁，溯本求源，解析精微，不厭其煩，

令父親佩服得五體投地。
③

這一拜訪不只是侄女夫婦拜訪堂叔，而是學生拜訪老師的含義。正說明了韓復榘夫婦一

生好學不倦的精神追求。特別是高步瀛、吳闿生二人皆為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倫之直系正宗

弟子，則韓復榘、高藝珍夫婦的求學於堂叔之門，就具有了正式的學術脈絡。

杜麗雲戲劇照、便裝照

①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6頁。

②
《韓復榘與西北軍》，團結出版社，2012 年，7頁。

③
《我的父親韓復榘》，中華書局，2013 年，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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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老太太幹女兒杜麗雲夫婦合影

最後再介紹韓老太太的一件善事：

顯然，看京劇成了韓老太太晚年的愛好。她很喜愛梅派京劇。特別愛聽梅派杜麗雲的唱

功和表演。特地將杜收為幹女兒。

1930 年，中原大戰爆發，蔣伯誠奉派至山東，任討逆軍第一軍團（總指揮韓復榘）總

參議，任軍事聯絡員並有對韓軍的監軍之意。根據蔣幹城《族叔祖蔣伯誠傳略補述》、鍾一

龍《蔣伯誠杜麗雲患難夫妻》等文章記載：

伯誠居山東時，結識京劇坤旦杜麗雲，經韓復榘母親撮合，結為伉儷。
①

即：正是在山東，蔣伯誠在韓家結識京劇坤旦、韓母收的幹女兒杜麗雲，經韓母撮合，

結為伉儷。但是，此說可能有誤。因為韓復榘母親亡於 1929 年 7 月 19 日，而韓復榘 1930

年 9 月 5 日正式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因此，很有可能介紹人是韓復榘的二夫人紀甘青女士。

因為紀是著名的河南墜子演員，她認識很多京劇界名家。

杜麗雲，浙江寧波人。初師王瑤卿，後師梅蘭芳。京劇著名的四大坤旦之一。蔣伯誠夫

妻結婚時間，據考證在 1933 年。婚後生一女一子，女兒蔣梅瑛生於 1934 年。幼子生於 1937

年，早逝。

①
見 http://www.history.com.tw/pe/15/15071301.html

http://www.history.com.tw/pe/15/15071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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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此書實在非常難寫。因為在大陸和臺灣兩岸的史學界，韓復榘是被定論的人！儘管在我

看來，對他的指控是最不被證據認可的！但是，在海峽兩岸無人敢於觸動國民政府時代劃定

的這個底線！於是，我決定只看不說，幾年下來，我翻遍了中、日文的各種有關韓的檔案文

獻和研究論著、看過幾十種相關人士的回憶錄和日記，對他的認識逐漸清晰起來。這才決定

撰寫一本有關韓復榘的書，是《韓復榘年譜》、是《韓復榘評傳》，還是《韓復榘史實研究》

一直沒有定下來。當然，我更不知道此書在大陸是否有出版的可能。

平心而論，韓復榘主政下的山東時代是整個民國時代難得的穩定和發展時代。尤其在那

個動亂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民不聊生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韓復榘取得了輝煌的政績。

1978 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教授鮑德威博士（David Buck）出版了他的《中國

城市變遷：1890-1949 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一書，此書的中文譯本在 2010 年由北京大學出

版社出版。該書第七章則全面介紹和評價了韓復榘主政時代的山東。張玉法在《研究近代中

國城市發展的一個個案》一文中對該書進行的介紹中陳述：

1930 年 9 月 10 日轉任山京省主席。韓就任主席後，濟南秩序恢復。他在任六年，

此六年是袁世凱時代以後山東和濟南最穩定的年代。韓復榘主魯時期，每年都將應繳給

中央的稅款解交南京。由於青島和膠濟鐵路的收入由中央控制，山東的稅收百分之 63.9

來自田賦。在社會建投上，韓任河南省主席時，巳使梁漱溟從事鄉村建社，到山東後，

繼續請梁在鄒平從事鄉村建社的實驗，這使韓得到改革者的令名。一般省政，韓注意建

設道路，修整運河，擴建電報、電話等，但不重工商業，這在中國各都市都從事工商發

展的 1930 年代，韓的政策是保守的。韓對教育也很重視，但著者認為他的教育政策是

雙軌的：教育廳長何思源是國民黨人，在城區執行國民黨的教育政策；在鄉區則採取梁

漱溟的辦法。用中國傳統的一套。
①

又見該文：

韓復榘治下的濟南，有進步的一面，也有不進步的一面。1933 年濟南有人口 427000

人（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年增百分之三），有三百個歐洲人，二千個日本人。在商埠區居

住的雖然大部為中國人，但有許多西式建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通常陰暗、骯髒，沒有

公共衛生設施，當時濟南的一般運輸仍然靠人力，1933 年只有 25 輛公共汽車。報業較

前進步，此時濟南有八家日報，總銷路約一萬份。
②

韓復榘主魯時代，濟南的工商業不景氣。但公共建設較前增加。
③

這一評價非常客觀而且公正，讓我們看到了當時的韓復榘在治理山東上取得的輝煌政

績。在史直的《主席韓青天》一文中，介紹了韓在整頓吏治上的成就：

韓主魯期間，最吃苦的是公務員，在濟南的尤甚。夏季晨五時集合，升旗，早操，

①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期，381 頁。

②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期，381 頁。

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期，382 頁。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969535.Urban_Change_in_China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969535.Urban_Change_in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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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一時下班，午飯後休息，下午辦公時間是三至六時，遲到早退絕對不准。冬季則

自晨七時開始，衣著限棉質黑色，夏季白或淺灰，免著皮鞋，胸前帶符號，寫明服務單

位，職稱與姓名。公務員之間一律生活儉樸，不准往來酬酢。嫖妓或聚賭一經查出等於

自砸飯碗。

韓除了尊孔孟等古代先賢外最佩服的是包拯。他常微服外出，探察民隱。每到一地

他最喜有民眾喊冤告狀，叫一聲“青天老爺”。至此他必下車或止步傾聽苦訴，然後查

個水落石出，將那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繩之以法，於是人心大快。韓復榘榮獲“青天”之

令譽自此為始。
①

其次就是對教育的重視。韓復榘非常重視教育。1932 年 4 月 14 日，韓給中央政府提議：

《韓復榘等呈救國圖存復興民族救濟知識份子等建議》，檔案編號 001-050060-0002。

1936 年 1 月 23 日，邱憲章來見馮玉祥，向他彙報“韓時常問學校如何”
②
。同年 2 月

20 日，唐佛哉來見馮玉祥，也講明了“韓對打壩、學校各事，均竭力辦理云云”
③
。同年 5

月 17 日，鹿瑞伯來見馮玉祥，再次談到韓復榘近況：“韓則很勤於軍民兩事”
④
。為此，5

月 19 日，馮玉祥再次給韓復榘寫信。並且記載其內容是“為國家民族之事也，另有留稿”。
⑤
足見馮玉祥對於此信的重視。

1933 年 8 月 16 日《馮玉祥日記》中記載：

現在山東的軍隊在韓主席指導之下，仍未減去西北時代之精神，大多都知道自己的

責任。我相信日本兵如能夠到山東來，一定不會象東三省那樣不抵抗，或者作熱河之假

抵抗的。前些時，我在張垣晤到一位山東朋友，那位朋友告訴我山東已不象往年那樣糟

糕啦！政治、軍隊都是從未見過的那樣。官不愛錢，兵不擾民。不猶如是，有時地方駐

軍替人民作工、造路。在麥忙的時候，替我們老百姓收麥，將其所帶有之農具盡借於我

們。我聽了就知道老百姓對於官兵的願望，在現下沒什麼大的企求，只要官不貪，兵不

擾害，渠等之願足矣。然而現在中國的軍隊，只要如這樣好的還沒有多哩！我們山東軍

隊已成中國模範軍人。
⑥

這是馮玉祥對韓復榘治理山東各項政策和成果的公開肯定。韓復榘治理山東有了如此成

績，過去幾乎沒有任何人的文章中對此加以肯定、宣傳和關注。

當然，關於韓復榘治理河南省和山東省取得的政績、關於他對教育的注重，等等，都不

是我們本書的研究範圍。因為，韓復榘治理山東有多大成就和業績，全被他的主動撤退被殺

給抹殺掉了。幾乎沒有任何人想去認真研究一下他的歷史真偽。相反，幾乎每個人全可以興

高采烈地講述一段又一段的有關韓復榘的傳說和笑話。大家是那麼熟悉他，又是那麼陌生他！

比如說，關於他的“不打日本”的承諾究竟是怎麼回事？

1935 年 11 月 22 日當晚，蔣介石接到舉報密電：

據確報：花穀武官於昨日離濟，臨行時與韓（復榘）晤談，韓表示：“本人為地方

疆吏，責在捍衛地方，至外交事，故應由中央辦理。”花穀謂：“山東與日人相處素洽，

將來中日間縱有事變，日本決不糜爛山東。想貴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云云。

①
見《寰宇古今》，2006年第 5 期。或 http://www.ebaomonthly.com/ebao/readebao.php?a=20060517

②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75 頁。

③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686 頁。

④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25 頁。

⑤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726 頁。

⑥
《馮玉祥日記》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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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0。

韓復榘的態度十分明確，他不想聯省自治，他認為這屬於外交事物，聯省自治不是他的

權力範圍。可見韓復榘答復如此得體和聰明。但是這封密電則有將日人的答復強加給韓頭上

的嫌疑：製造一個韓復榘準備“不與日軍為難”的假像。其陰險用心由此可見。然後，花穀

的“想貴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這樣的一句話到了第二天 11 月 23 日在另一個舉報者電

文中，就已經演變成了“韓允將來不打日本”了——花穀的話，變成了韓復榘的話！

花穀自言所得的結果即“山東不參加華北自治運動，但韓允許將來亦不打日本。”

證據請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80103-00020-102。

而根據 1935 年 11 月 22 日上面我們所引的秘密電報內容，我們知道：“韓允許將來亦

不打日本”這個允許並非出自韓復榘的承諾，而是出自花穀自己的主動要求：

花穀謂：“山東與日人相處素洽，將來中日間縱有事變，日本決不糜爛山東。想貴

主席屆時決不與日軍為難”。

如此重大的 1935 年 11 月 22 日曆史談話，卻很快就被舉報者加以錯誤理解和傳播！好

在還有一個現場證明人、一直替蔣介石監視韓復榘的言行的青島市長沈鴻烈的存在及其當晚

的致蔣介石的秘密電文可以證明事實真相！

從傳記文學作品茅民的《復興記》到張毓中《隨衛蔣介石之特勤人員的回憶錄》等等

著作，都在傳播著一個無法證實又無人證偽的傳說：“韓復榘暗中通日軍”、“韓復榘

幻想山東獨立”、“韓復榘不戰而退”……再如所謂的西安事變中韓復榘給張學良發了

支持殺蔣的密電，即所謂的“馬電”！我查找了保存至今的有關西安事變問題的全部電

文、韓復榘給張學良的全部電文，根本沒有發現這一電文曾經真實存在過的蛛絲螞跡！

就連著名的“漾電”也有多人證明根本不是出自韓復榘之手！相反，我找到了一直作為

絕密檔案不對外公布的韓復榘在西安事變中致蔣介石的親筆信和二封電報、還有何應欽

抄錄的另外七封電報。這些電文觀點可以相互印證，證明了韓復榘的清白！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韓復榘是否真的不戰而退？

本書中，我們特別說明幾點事實真相：

1937 年 7 月 26 日，韓復榘致電蔣介石說：“倭寇登陸，當拚命一決”
①
。

同年 9 月 23 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向他彙報：“據韓復榘云：‘決遵鈞座意旨，抗

日到底’”
②
。

同年 11 月 24 日，韓復榘再次致電蔣中正，鄭重其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誓當追隨，

與國家共存亡”
③
。

可見，韓復榘的抗日準備和決心十分堅定。

——實際上，韓復榘領導的周村保衛戰之殘酷和激烈程度！首先是“激戰六小時，傷亡

奇重”的戰況！而且，“64 旅及 66 旅之一團全部日來犧牲殆盡”！既然如此，何談韓復榘

為了保存實力而逃跑？！他哪里還有實力可保？！

因此，本書從撰寫之初，就立志於對原始檔案文獻的使用，完全排除了既有的又似

是而非的觀點。利用真實可信的原始檔案文獻，努力恢復韓復榘的歷史本來面目，不掩

①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589。

②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1-196。

③
見臺灣國史館保存檔案，編號為 002-090105-0000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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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飾是，不拔高，不貶低，一切評價皆首先考慮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和其他人的橫

向對比，再得出結論。而且，力爭每一章都是先從有關韓復榘的傳說入手，在傳說和檔

案文獻的對比研究和考證，逐漸得出真實可信的結論和原始事實經委。

本書科研和寫作之初，老父已經病重在床，依然聽我談完此書全部構想和重大史料

發現，多次警告我小心謹慎，不要輕率得出結論。現在書稿寫完，老父也已經跨鶴西去

一年有餘！掩卷深思，悲痛如濤濤江水，綿綿不絕……

劉正 於美國家中

2017 年 9 月 28 日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旗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是 2016 年由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

易學家、漢學史家、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前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前日本

愛知學院大學客座研究員、前日本京都大學研究員、日本國文學博士劉正（族

名劉元正）先生在美國發起成立並得到了美國德州政府的支持和批准註冊的國

際一級學術團體。現有正式成員涉及到十四個國家數百名國際上著名學者加盟。

有正式官網（官網地址是：www.iahls.org）。並有正式的微信公共號《考古暨

歷史語言通訊》作為本學會微刊、有正式出版發行的多語言電子期刊季刊《國

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學報（JIAHLS）》（刊號為：ISSN 2574—447X）

審批文件請見：

https://sosdirectws.sos.state.tx.us/PDFonDemand/RetrievePDF.aspx?document_n
umber=740766570002&filing_number=802732655&action=verify&session_code
=2bM5wUarPDdFdd1HNfKsQgf09PAgzAR2LTkIeGxdzWuaI7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址如下：

6322 Windermere Park Ln.; Sugar Land City；TX 77479；USA

聯繫信箱：

2805532604@QQ.COM （秘書處）

或：

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會長個人）

章程及目前人事安排見後。

mailto:2805532604@QQ.COM
mailto:kyotosizumoto@hotmail.com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ety

NO. 1 Society

1、The Society is a non-profi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ncorpor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 Texas.
2、The name of the society is: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ety.
3、The Chinese name is: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

NO. 2 Nature of the Society

1、The Society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Society is not a country-specific archaeological study society, such
as Chinese archaeology, Egyptian archaeology, orAmerican archaeology. Therefore, the Society
limits the nu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certa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nu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certa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all not exceed one
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2、The total nu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s set at 64 seats.

NO. 3 Executive President

1、The Society is chaired by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Appointments of the offices of Society Vice
President and the Academic Members shall be made by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has the right to establish new positions.
2、The term of office for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is two years, which may be extended for an
additional term.
3、The Executive President has the right to recommend the next successor, however, the
recommendee must receive more than half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votes in order to be
appointed.
4、All work performed by the Executive Chairman must receive the approval of more than half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5、If any event occurs during the the Executive President’s term that causes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or that damages the Society’s reputation or causes
economic harm, then the President has the right to directly remove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and
submit th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 a new Executive President.

NO. 4 The Society Secretariat

1、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 Society Secretariat is not within the
executive scope of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The staffing of the Secretariat is directly arranged by



the President.
2、The Society establishes one Secretary and three Vice Secretaries.
3、The Secretariat should cooperate fully with the work of the Executive President.

NO. 5 Member Seniority and Obligations

1、Any professional or non-professional who is interest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Society and is
interested in archaeology, histor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s，philology can apply to
join the Society.
2、The Society sets three levels of seniority: membership,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3、Those who have belonged to the Society for one year or more,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ety events may apply to become a committee member.
However, applicants must pass the committee vote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before they may be approved as committee members. Those who have been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ree years or more,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ety
events may apply to become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However, applicants must pass the
committee vote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before they may be approved as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4、Those who hav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and have received the approval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may directly become a
committee o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5、The term of office for a committee member is two years, and may serve consecutive terms. The
term of office for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is three years, and may serve consecutive
terms.
6、If serious academic misconduct is committed by a committee o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then, pending verification, said member will be directly stripped of their committee or executive
committee offices and their related positions in the Society.

NO. 6 Journal

1、The Society will set up an official website and electronic journal. Society news will be
published regularly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It iswww.iahls.org
2、Amicro-journal of the Society has temporarily been designated on the public WeChat
account: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3、The electronic journal will publish bilingual pape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apers submitted
in Chinese must also submit a summary in English of 500 words or more.
4、The e-Journal of the Society 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ety. The ISSN is 2574-447X

http://www.iahls.org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章程

第一款 學會

1、本學會是由美國德州政府正式批准註冊成立的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學術團體。

2、本學會名稱為：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ety
3、本學會中文名稱為：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

第二款 學會性質

1、本學會是個從事考古學和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組織。不是中國考古學、

埃及考古學、美國考古學等國考古學的學會。因此，本學會限制某些特定國家

和地區的常務理事人數，不得超過常務理事總數的三分之一。

2、常務理事總人數設定為 64席。

第三款 常務會長

1、本學會由常務會長主持全部工作。學會副會長及學術委員會任職安排，由常

務會長組閣。常務會長有權設置新的職位。

2、常務會長任期兩年，可以連接一屆。常務會長有權推薦下屆接任者，但是必

須經過常務理事過半數以上席位的投票通過。

3、常務會長的各項工作應該取得常務理事過半數以上席位的投票通過。

4、如果常務會長在任期間發生重大有損學會存在和發展的事件，對學會構成名

譽和經濟傷害的事實，會長有權直接解除常務會長職務，提交常務理事會選舉

新的常務會長。

第四款 學會秘書處

1、為了維持學會的穩定，學會秘書處不在常務會長組閣範圍之內。秘書處人員

設置由會長直接安排。

2、本學會設立秘書長一名，副秘書長三名。

3、秘書處應該全力配合常務會長各項工作。

第五款 會員資格與義務

1、凡是贊成本學會章程並對考古學、歷史學、歷史語言學、語言學、文獻學等

學科感興趣的專業和業餘愛好者皆可以申請加入本學會。

2、本學會設立會員、理事、常務理事三級資格。

3、入會時間在一年以上（含一年），遵守學會各項規章，積極參與學會活動，

即可申請成為理事。但是必須經過理事會表決，並超過半數者投票認可，才可

以獲得理事資格。成為理事時間三年以上（含三年），遵守學會各項規章，積

極參與學會活動，即可申請成為常務理事。但是必須經常務理事會表決，並超

過半數者投票認可，即可成為常務理事。



4、對本學會有特殊貢獻者，經常務理事會表決並超過半數者投票認可，可以直

接升級為理事或常務理事。

5、理事任期二年，可以連任。常務理事任期三年，可以連任。

6、理事或常務理事在任期間發生重大學術不端行為者，一經查實，將直接取締

理事、常務理事任職資格及其在本學會的相關任職。

第六款 會刊

1、本學會將設置官網和電子期刊。將在官網上定期發佈學會消息。官網地址是：
www.iahls.org
2、暫時指定微信公共號《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作為本學會微刊。

3、電子期刊將發佈中英雙語論文，其中中文論文必須提交 500字以上英文簡介。

4、學會電子期刊國際刊物名稱為：《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學報》。刊

號為：ISSN 2574—447X



2016-2021 本學會人事安排

（IAHLS Personnel 2016-2021）

IAHLS終身名譽會長（IAHLS Lifetime Honorary President）
饒宗頤院士（Professor Rao Zongyi）

IAHLS名譽會長（IAHLS Honorary President）：

Léon Vandermeersch院士（Professor Léon Vandermeersch）
王宇信學部委員（ProfessorWang Yuxin）

IAHLS會長（IAHLS President）
劉正教授（Professor Liu Zheng）

IAHLS 常務副會長(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李曉紅教授(Professor Li Xiaohong)

IAHLS學術會長(IAHLS Academic President）：

Francisco A. Marcos-Marin 教授

王 暉教授 (ProfessorWang Hui)
鄭煒明教授(Professor Zheng Weiming)

IAHLS學術副會長（IAHLS Academic Vice-President）
A、考古學（Archaeology）
李寶平教授（Professor Li Baoping）
孔令逺教授 (Professor Kong Lingyuan)

B、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
常耀華教授（Professor Chang Yaohua)
蒋秋華教授 (Professor Jiang Qiuhua)

C、語言學（Linguistics）
楊逢彬教授 (Professor Yang Fengbin)
馮蒸教授 (Professor Feng Zheng)

D、古典文學文獻學（Ancient Literary Philology）
沈文凡教授 (Professor Shen Wenfan)
歐明俊教授 (Professor Ou Mingjun)
盧燕新教授 (Professor Lu Yanxin)

E、國際漢學（International Sinology）
賴貴三教授 (Professor Lai Guisan)
顧 鈞教授 (Professor Gu Jun)

IAHLS 學術委員會主任兼《JIAHLS》主編（IAHLS Academic Committee Director And
"JIAHLS" Editor）：

虞萬里教授 (Professor YuWanli)，中文主編（Professor Liu Zhao，Chinese Editor）、



朱永平教授 (Professor )，英文主編（Professor Zhu Yongping，English Editor）

IAHLS 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JIAHLS》副主編（IAHLS Academic Committee Vice-Director
And "JIAHLS" Vice-Editor）：

賴貴三教授（Professor Lai Guisan）
林保淳教授 (Professor Lin Baochun)
劉志偉教授（Professor Liu Zhiwei）

IAHLS季刊刊號（Journal of JIAHLS ISSN）
ISSN 2574-447X

IAHLS秘書長（IAHLS Secretary General）
孔旭榮教授（Professor Kong Xurong）

IAHLS副秘書長（IAHLS Vice-Secretary General）
方耿美教授（Professor Meghancain）
郭志傑教授（Senior Researcher Guo Zhijie）

IAHLS《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發行人、高級研究員（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Language
Newsletter,Publisher, Senior Researcher）
郭志傑高級研究員（Editor-in-Chief, Guo Zhijie）

IAHLS《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主编、研究員（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Language
Newsletter,Researcher）
劉 迪（E-Editor-in-Chief, Liu Di）
王振華（W-Editor-in-Chief,Wang Zhenhua）

IAHLS秘書處暨董事會办公室（Secretariat and Board Office）
劉幼平研究員（Researcher）
王 傑研究員（Researcher）
潘霜雪研究員（Researcher）
任仲平研究員（Researcher）
張曉生助理研究員（Assistant Researcher）
劉俊玉助理研究員（Assistant Researcher）

IAHLS官網維護工程師

Mr. Charles Nelson
2020 年 2 月 15 日學會董事會已經審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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