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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厚重泰安

他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慈善家

冯玉祥：百姓心中泰山魂
本报记者 王伟强

记者在位于马洪生老人家南
面的冯玉祥泰山纪念馆看到，门
口东西两侧分别立着“冯玉祥泰
山纪念馆”和“烈士祠”两块石碑，
门口正上方写着“革命烈士祠”五
个大字。

纪念馆工作人员许姗姗介
绍，冯玉祥隐居泰山期间，为了纪
念辛亥革命期间的滦州起义，1933
年，他自己出钱、督工，修建了革命
烈士祠。当他到南京就职时，还不
忘拨款进行修缮，举行国葬仪式，
而且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写了
大量激励民心的诗词。说完，许姗

姗领着记者来到第二展厅，墙上
挂满了冯玉祥将军诗词的图片。
当看到刻有“你忘了没有，东三省
被日本人占去了，有硬骨头的人
应当去拼命夺回来”的石碑图片
时，记者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深
深震撼了。

“特别是 1932 年 6 月，国联
调查团来泰山，当时正值东北三
省被侵占，当得知调查团里面有
日本人时，冯玉祥将军坚决拒绝
与他们见面，再一次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自己的爱国决心。”站在
一旁的工作人员魏丽激动地说。

历史：他是铮铮铁骨的汉子

义举：三间草房办小学

柔情：亲民如子的“泰山将军”

21 日上午，记者沿
着泰山脚下的山间小
路，来到了马洪生老人
家，他和老伴正坐在院
子里晒着太阳。见到有
人走进来，老人迈着矫
健的步伐迎了上来。当
谈到冯玉祥将军时，马
洪生顿时打开了话匣
子：“冯玉祥将军曾经
在泰安住了好几年，那
时我们家和冯将军家同
住一个大院，而且我就
是由冯将军的夫人接生
的。”马洪生激动地
说，冯将军隐居泰山的
时候住在五贤祠，当时
他们家负责看管五贤
祠，所以就和冯将军成
了“一家人”，每天两
家人都会在一起拉家
常。

“冯将军的夫人李
德全在日本留学时曾经
学过医学，那时母亲正
怀着我，李德全就告诉
母亲不用再请接生婆，
她会为母亲接生。”马
洪生说，尤其让他的父
母记忆犹新的是，家人
在给刚出生不久的他摆
喜宴时，冯玉祥将军派
士兵给他们家送来了一
个大提盒，里面装有一
匹白布，两袋白面粉，
12 块银元，而且都是用
红纸包着，非常丰厚，
给他们贫穷的生活带来
了希望。“虽然在一个院
子里住，但是因为自己
太小，好多事情都没记
住，而父母经常向我
讲，让我们不要忘了冯
将军的恩德。”马洪生
说。

马洪生回忆，他最
后一次见到李德全是在
1953 年，她按照冯将军
的遗愿，来到泰山脚下
为冯将军墓地选址。
“她还专程来看望我
们，抱住我的母亲上下
打量着，反复问我们生
活如果有困难,一定要告
诉她，而且还指着我说，

‘洪生，你没忘了我这个
接生婆吧！’”马洪生笑
呵呵地说。

“我是

将军夫人接生的”

冯玉祥将军曾经两次在泰山隐居，尽管居
住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给泰安人民留下了丰
富的精神财富，他的精神正在不断地被继承和
发扬。

在泰山冯玉祥小学，一座冯
玉祥将军的半身雕塑矗立在学校
正北面，东侧栽种了几株梅花，紧
挨着的是一排古朴典雅的房子，房
子前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犹如一
只正在休息的猛虎。

冯玉祥小学的语文教师冯杰
介绍，冯玉祥将军在泰山居住期
间创建了15 所学校，其中有14 所

“武训小学”，而她们的学校是唯一
保留到现在的、较为完整的一处
冯玉祥办学旧址。

冯杰告诉记者，1933 年冬，
冯玉祥在泰山普照寺西南隅新
建的三间草房内，创办了第一处
学校，招收贫民子女 30 余名，起
名为“武训小学”。此后在两年多
的时间里，他又在泰山脚下的卧
龙峪、韩家岭等地建起了 14 处
小学，总校设在东王家庄，下设
14 处分校。当时学校办学指导思

想明确，既学习抗日救国道理，
又学文化科学知识。针对农民贫
穷、需要劳动谋生的情况，学校
实行半工半读，按农事季节放农
忙假，对贫困学生予以照顾。为
扩大经费来源和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学校又先后建立了木、石、
铁、编织等小工厂，并建有“科学
馆”、实验园林等。

“现在冯玉祥精神已经成了
我们学校的灵魂，不仅每年组织
学生去冯玉祥遗迹参观、学习，
而且还专门将冯玉祥关注抗战
和贫苦百姓的诗整理出版，成为
每名学生的必须课。同时还配备
剪纸教师教学生们剪纸，内容则
全是冯玉祥将军的感人事迹。”
冯杰说，现在每一名师生几乎每
天都能受到冯玉祥精神的感染
和熏陶，在日常的生活中自觉地
践行和发扬。

冯玉祥泰山纪念馆工作人
员张云峰介绍，从 1932 年 3 月到
1935 年 10 月的几年间，冯玉祥仿
效武训兴办义学15 处；兴修水利，
开凿山泉，修建多处拦水坝及许
多桥梁道路；为绿化泰山，引进树
种及优良果树达十余种，栽植树
木 30 余万株，真正实践了他提出
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驻兵一
处，与民谋福”的主张。

在泰山隐居的两年多时间
里，冯玉祥将军对泰山留下了很
深的感情，冯玉祥将军去世后，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

泰山脚下，继续陪伴着泰山和在
泰山脚下生活的人民。

马洪生老人告诉记者，听他
的父母说，1933 年修建大众桥时，
冯玉祥将军来到工地察看施工情
况，发现有一些孩子竟然爬到桥
边的铁栅栏上玩，看到这一情景，
冯将军担心孩子会掉到下面的河
里去，于是就命令施工人员将铁
栅栏再增高 60 厘米，而且将栅栏
的顶部由平头变成了尖头。

“冯将军对老百姓的关心真
是太周到了，真是亲民的‘泰山
将军’。”马洪生说。

冯玉祥故居普照寺。

冯玉祥纪念馆内的冯玉祥诗词墓碑。

红色泰安系列之五

冯玉祥(1882-1948),男，汉族，安徽省巢县人，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
义。上世纪 30年代，冯玉祥将军曾两次隐居泰山。第一次
是 1932 年 3月至同年 10月，第二次是 1933年 8 月至 1935
年 10月。其后，冯玉祥又来泰安两次作短暂停留，最后英
骨也长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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