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都旧影
冯玉祥违抗军命，免

掉冯玉祥的第十六

混成旅旅长职务，调

冯玉祥往正定任直

隶南路巡防营统领。

冯接任巡防营统领

后，称病离开正定，

回北京上天泰山“养

．．病”。

塞 天泰山慈善寺

山正院，前有韦驮殿，

扁后有藏经阁，正殿为
大悲坛，配殿有观

音、盂兰、达摩等殿，

都供奉佛教神像。寺

冯玉禚三上天囊山
冯玉祥在北京驻军时，与京西天泰山结下了不

解之缘。天泰山位于八大处西北10余里处，它的主峰

西侧有慈善寺，寺周树茂林深、草深泉清，冯玉祥在

天泰山就住在这个寺庙，

一上天泰山。，一九一二年三月，冯玉祥奉命驻军

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他时常来天泰山，

游览古刹，了解民风，散步小憩，秀美的天泰山给冯

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玉祥从一九一二年五月

到一九一三年八月在三家店驻防，后升任左翼第二

团团长，离开三家店驻北苑，也就离开了天泰山。

二上天泰山。一九一七年三月，段祺瑞等人借口

▲冯玉祥将军亲书摩崖刻石：“勤俭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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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寺

东跨院有三皇殿、吕祖殿、财神殿等，供奉道教神像。

慈善寺这一香火庙性质，给冯玉祥的印象很深。冯玉

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

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娘

娘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

进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

敬香了。⋯⋯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

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冯玉祥说话

很有风趣。

冯玉祥在山上“养病”，旧部依然往来实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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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冯认为不能再闲散

地在山上呆着，决心下山讨伐。于是立刻派人到北京

去把他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费用。当天，他

从三家店乘火车经西直门、丰台，直奔天津，和陆建

章、张敬舆、张绍曾、段祺瑞等要人秘密商议。段祺瑞

组织“讨逆军”，冯玉祥指挥十六混成旅官兵，段祺瑞

委任他为第一梯队司令。七月九日，做了八天的“儿

皇帝”关了大门。七月十二日，张勋停止抵抗，逃人东

交民巷，冯玉祥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也就结束了

这次天泰山的“养病”生活。

▲寺内供奉的佛像

三上天泰山。一九二二年十月，冯玉祥回京驻南

苑任陆军检阅使。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为总

统。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

乘机发动“北京政变”逮捕了曹锟，推翻了曹锟贿选

政府，并驱逐溥仪出宫。随即，冯玉祥派马伯援为代

表，持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一

做法遭到吴佩孚等军阀的反对。他们变本加厉地刁

难、排挤冯玉祥。冯玉祥郁郁不得志，愤然辞职，“高

揖群众，激流勇退”，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向段执政提

出辞呈，并发出通电，再次来到天泰山，过起了隐居

生活。

冯玉祥这次上山，偕带眷属、秘书、副官和卫队

一个团，驻天泰山周围，实际用了三寺一塔：即慈善

寺、双泉寺、善福寺和挂甲塔四个村庄。冯玉祥在天

泰山社交频繁，来访的有他的所部石友三、石敬亭、

韩复榘等，还有张作霖的代表杨字霆、张学良，孙中

山的代表汪精卫、孑L祥熙、徐谦等人。来访有礼节性

的，大部分是劝说他不要消极。

冯玉祥在山上生活俭朴。他高个子，说话有点哑

嗓，当时经常穿一身灰色大棉袍，有时穿跟伙夫一样

的军衣，不像个当官的，更不像个武官。当地传说冯

玉祥当了和尚，穿一身和尚服，天泰山的冯军都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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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服。据当时寺里管家袁先生回忆，当时山上周围道

口，站岗的士兵，不少穿着白领衣(和尚服)，猛一看

是和尚，说是和尚兵。冯玉祥和他的副官、伙夫、和尚

吃一锅饭，每顿饭都是副官由伙房打回住院去。传说

冯玉祥待客很怪，贵客来l临，吃四菜一汤。四菜是炒

萝b、炒白菜等四盘素菜，干的是窝头，汤是杂面汤。

冯玉祥在山上和寺里主持玉宗和尚关系很好，

当地传说他们是结拜兄弟。冯玉祥上山的第二天，同

玉宗和尚游览寺内各处，魔王殿殿门关着，说每年三

月三才开，这一说引起冯玉祥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

究竟。打开了，里边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

京。和尚附在冯玉祥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冯

玉祥不相信寺内顺治肉胎是真，认为是和尚捣鬼，只

笑了一下。

天泰山慈善寺前山后山共有六处摩崖刻石。都

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冯玉祥亲笔书写、亲自选择位

置，并请石匠雕刻，但都没有题名落款。寺门外弥勒

佛殿，南侧山坡上有两处摩崖刻石，一处写“勤俭为

宝”四字，一处写“真吃苦”三字，都是楷书横写。阴

文、字大70×65公分。刻石位置很醒目，一到山门，即

可看见远处七个大字。后山有四处摩崖刻石：一处写

“耕读”二字，字大80×65公分；一处写“淡泊”二字，字

▲冯玉祥将军亲书摩崖刻石：“耕读”

大60×45公分；一处写“灵境”二字，字大75×90公分，

这三处刻石相距几公尺或十多公尺，都是楷书横写，

阴文。另有一处刻石写“谦卦”全文。

冯玉祥将军虽然离开天泰山七十多年了，但却

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六处摩崖刻石，更重要

的是他把为民主、为民族“真吃苦”的精神留给了天

泰山，激励后人不断拼搏进取，振奋民族精神。

(作者：马长亮 照片由石景山区档案馆、文

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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