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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君姚珑

冯玉祥豫南乡村论抗战

1938

年
7

月间，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到舞阳

(

含今舞钢市
)

、叶县一带视察伏牛山区，发动群众，抵抗日军的疯
狂进攻。 他所到之处，把老百姓疾苦、抗日之事放在心上，痛心疾首地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投入
到抗日斗争中去，使人民的抗日情绪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原抗战记忆

1938

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视察伏牛山区时，途经今舞钢市的庙街寨。 这个寨是尖山
和马鞍山两个山区的进出要道，又是舞阳县过去的西南山区的咽喉重镇，抗战期间是西南山游击区的门户。冯
玉祥是下午到达庙街的，来时他仅带

100

多人，当晚住在恒育堂的药铺里。当地的乡长柴善涤立即用电话报告
县长熊笃文。熊笃文听到这个消息，即时派第一区公署的区员张觉如赶赴庙街，又连夜派民工给冯玉祥修一条
由庙街通往舞阳县城的宽敞公路，命令立即动工，天明修好。

第二天早晨，冯玉祥身穿便服，出外观察庙街周围的地形，只见从庙街到八台
4

公里的路上，挤满了黑压
压的修路民工……细心的冯玉祥走到民工跟前，轻声问：“你们起这么早来修这路？”民工中有人随口答道：“这
是给冯大人修的路，为了尽快修好，才连夜来修的。 ”

冯玉祥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冯玉祥平时最爱栽树，今天他亲眼看到因给他修路伐树，心里更是不忍，

立即让人去叫当地乡长问话。

不一会儿，柴乡长和张觉如一起来了。他俩给冯玉祥先行举
手礼，可冯玉祥开口责问：“是谁叫民工给我修路的？ ”这时修路
的民工都围拢上来了， 乡长和区员都跪倒在地哆嗦地说：“是熊
县长电话命令修的。 ”张觉如说：“我是熊县长连夜派来的。 ”冯玉
祥怒气未息：“你们这些该杀的东西，从不体谅老百姓的苦处，动
不动调遣民工服役，影响农活，今天修这路就是实例。 你们伐百
姓的树，毁百姓的地，毁百姓的庄稼，这些一律由你们个人赔偿。

说起来是给我修路，叫百姓骂我，现在你们就叫民工停工回家。 ”

柴乡长和张区员就赶忙站起来，擦一下头上的汗，给冯玉祥行个
礼就溜走了。随后

,

民工们动身回家，一路上民工们说不尽冯玉祥
的好处。

冯玉祥还经常领士兵唱《义勇军进行曲》，有时他还跟士兵
跑步唱歌，唱的是“工农兵学商

,

一齐来救亡”。 另外一首歌是《救
亡前进曲》，歌词是：“快快起来同胞们，起来齐为祖国战争，敌人
铁蹄踏遍国境，杀我同胞夺我城，谁能忍受横暴摧残，谁愿甘尝
亡国恨，快快起来向前进，不杀倭寇誓不生。 ”这首歌沉痛慷慨，

豪壮激昂，强烈地触痛了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灵。在短短的十
几天里，庙街寨就有许多年轻人报名参军。冯玉祥来时部队只有
100

多人，走时已变成
200

多人。冯玉祥离开庙街时，全寨的男女
老幼都出门相送，依依不舍。

1938

年
7

月的一天
,

下午
4

点多钟，冯玉祥来到旧县（今叶
县旧县乡政府所在地） 南寨门，

径向旧县完小走去。

大门口的群众拥挤着往里
进，派出所的巡官姚本桂站在门
槛上，呵斥着群众不让进，冯玉
祥立即转望大门口， 用手指着
问：“不让老百姓进的那是个什
么人？”这一问可慌了刘县长。他
跑上前训斥了姚本桂。 这时，人
流如潮水一般涌进校园，自觉坐
在操场上。

冯玉祥扫视了一下会场，

表情由严肃转为和蔼， 脸上堆
着笑容：“我冯玉祥今天来看望
大家了……我看， 老先生老太

太们耳朵不好使， 请他们到前
边来吧！ ”

这一说，他的随从分别跑到
老人们跟前，把老人们搀扶到最
前排。冯玉祥接着说：“我们要尊
敬老年人，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美德，叫作敬老。 以后凡是开会
什么的， 都请老年人坐在前边，

表示对他们的尊敬……现在我
们正和日本打着仗，日本侵略我
们，是要灭亡我们的，被它灭了，

我们就成了亡国奴！亡国奴的日
子可不好过啊！日本鬼子实行的
叫‘三光’政策，那就是把东西抢
光，把房子烧光，还要把男女老
少统统杀光。大家想想这能得了
吗？咱能坐着等死吗……有人说

谁来给谁当老百姓。 这可想错
了， 它来是占领我们的土地的，

偏不要我们的人，所以连个老百
姓也不得当。 对日本鬼子，只有
一条路可走，你们说怎么办？ ”

台下一片喊声：“起来抗战，把鬼
子赶出去！”冯玉祥说：“对呀！就
是这么办， 咱们大家一条心，不
分男女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
乡……有人说年轻人有的怕当
兵，这话我不相信，在座的年轻
人谁愿意当兵打日本，站起来我
看看！ ”话音刚落，“刷”的一声站
起来好些

,

有几个跑到前边来要
求说：“跟委员长走要不要？ ”冯
将军笑着说：“好！ 好！ ”

旧县抗日动员会议结束，冯将军回住室休息了一会儿，天
还早，他就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在一整张大宣纸上工工整整地
写下苍劲有力的

4

个隶体大字“还我河山”，自右向左，下署冯
玉祥，并盖上一枚大红印章。

将军走后几日，有人在炊事员住过的小屋里，捡到一个面
袋，装得满满的，重三斤，尚未开启。 布袋是白细布机缝的，上
面用毛笔端写欧体楷书“敬呈冯副委员长钧启，重庆军事委员
会副官处”字样。 那时已无法交将军了，他们把袋子打开发现
袋里面装的是面粉，经过多人检验品尝发现，内含大豆、玉米、

小米、高粱焦香味，原来这不是什么高级营养品，而是北方农
民常吃的炒面。

早在北伐以后，冯军驻叶县，提倡戴“十八圈”草帽遮太
阳，这一传统习惯一直被当地学校保持。 此次驻叶留下的“还
我河山”

4

个字又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需要防空袭，

当地师生们都把草帽烘成草绿色，在前檐烘出“还我河山”

4

个
空心字。 他们还经常以“还我河山”这

4

个字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冯将军的光
辉形象时常浮现在师生的脑海中。

1938

年秋，阴雨连绵。 刚就
位全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
冯玉祥将军，由漯河路过舞阳卸
甲店，冒雨来到叶县辛店。 他来
时坐的是轿，由东向西，轿两边
走着两队身佩大刀、腰插短枪的
随从警卫人员。来到辛店街东门
外时，区长刘雨亭、镇长李向荣、

街坊先生王大藩到轿前迎接。冯
将军见有人来迎便急忙下轿，在
刘雨亭等的陪同下，徒步走到事
先已安排好的住处

(

李向荣家
)

休
息。 晚饭后，刘雨亭等人去看望
冯玉祥将军， 将军一开始就说：

“对不起父老兄弟姐妹们， 日军
侵华，使老百姓备受灾难，这是
我们之过也。 ”接着询问群众抗
日的情绪如何，认识怎样，等等，

他们一直谈到了半夜。

第二天，天陡然放晴
,

金色

的阳光普照大地，辛店街祖师庙
前广场的正中间摆着两张方桌，

周围站满了群众。他们很早就从
四面八方赶来，想听听冯将军的
讲话。

吃过早饭，冯玉祥的大刀队
全副武装整整齐齐地在会场东
边站着，唱着抗日救亡歌曲。 这
时，掌声如雷。 原来是冯玉祥身
穿绿制服，腰佩宝剑，满面红光，

神采奕奕，在刘雨亭等人的陪同
下走进了会场。

冯将军双手一叩大声说：

“请老大爷老大娘们坐在前边
来。 ”刘雨亭等人赶忙给老人们
凳子，让他们坐在前边。 接着冯
将军讲话，大意是：日本鬼子从
1931

年“九一八”到第二年占领
了我东北四省，

1932

年“八一
三”又侵占我上海，

1937

年
7

月

卢沟桥事变又侵占我华北，进而
又想侵占我整个中华。我们不能
坐视我整个中华大地沦陷，我们
要团结起来， 共同抗击日本人，

把日本人赶出我中华大地。一时
间，会场气氛热烈起来，群众都
被冯将军的话鼓动起来了，认识
到抗击东洋人是全国老百姓的
事，没有国就没有家，冯将军的
话很对。

因军情紧急，冯将军在辛店
未久留，于当日下午

4

时在乡亲
们的依依惜别中离开了辛店。在
冯将军的动员下，辛店迅速掀起
了抗日高潮， 乡亲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王海泉、 岐松林、冯
留、李动等几十名青年自愿到漯
河加入了四十军，走上了抗日前
线。

（据《河南法制报》）

体恤民情关爱百姓经常领唱《义勇军进行曲》

叶县访遗迹挥笔书写“还我河山”

辛店讲团结播下抗日种子

旧县论抗战号召百姓齐心把鬼子赶出去

冯玉祥在向部队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