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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 15 至 16 年） 
—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 

王 正 華 

摘 要 

北伐時期是蔣中正和馮玉祥兩人關係的起始，兩人如何建立關係？關

係如何發展？本文係探討民國 15 年北伐開始至 16 年蔣中正下野止，兩人

關係的推演。首先討論蔣中正和馮玉祥合作的背景和原因，其次論述寧漢

分裂和徐州會議對兩人合作關係的影響，再次分析馮玉祥調和寧漢國共糾

紛的角色，並討論蔣中正第一次下野的原因。 

有共同的目標與利害關係，蔣中正和馮玉祥攜手合作，取得北伐第一

階段的勝利。然對反共和討奉問題上，兩人有不同的認知。蔣中正主張反

共為先，以為釜底抽薪，應先解決武漢共黨的問題，再全力對付奉張。馮

玉祥不認為反共是第一要務，主張寧漢雙方應放下爭議，同心一致北伐，

一鼓作氣掃滅奉張。 

馮玉祥以寧漢調人自居，先參加漢方的鄭州會議，繼又出席寧方的徐

州會議。徐州會議給甫立足南京的蔣中正打了一劑強心針，對北伐的未來

發展取得一致的共識，確立聯合馮、閻以制奉張的戰略。徐州會議也抬高

了馮玉祥在革命陣營的聲望，其勢力由西北進入中原，居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鍵詞：蔣中正、馮玉祥、徐州會議、鄭州會議、西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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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Fung Yu-hsiang (1926-1927) 

－An Inquiry into the Archives of Chiang Kai-shek 

Cheng-hua Wang* 

Abstract 

It was during the Northward Expedition that Chiang Kai-shek and Fung 
Yu-hsiang built up their relationship. How did they start it? How did it de-
velop? These are the two questions tha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is paper first looks at the backgrounds of both key figures and the ra-
tionales of each for cooperation. Then,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split be-
tween Nanking and Hankuo and the Hsu-chou Meeting on the cooperation. Fi-
nally, it analyzes the role Fung played in negotiating the Ning-Han confli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ang Kai-shek’s first resignation. 

As the two shared a common goal and interests, their cooperation won the 
first victory in the Expedition. However, they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s-
sues of anti-communism and anti-Northeast Armies. Chiang held that to settle 
the communist problems at Wu-han was most important, keeping the 
Fung-Chang problem as secondary. And yet, Fung opposed to such policy, 
holding that the Ning-Han issue should be put aside for the time being, focus-
ing on the exterminating of the Fung-Chang in the Northward Expedition. 

Fung regarded himself as a good negotiator for the Ning-Han issue. He 
also attended the Hsu-chou Meeting sponsored by the Ning army. The meeting 
was an incentive to Chiang, providing good reasons for the cooperation be-
tween the two giants. The meeting also promoted the status of Fung, enabling 
him to enter the central plains to become one of the leaders. 

Key words：Chiang Kai-shek, Fung Yu-hsiang, the Hsu-chou Meeting, 
the Chen-chou Meeting, the North-West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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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 15 至 16 年） 
—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

∗ 

王 正 華** 

壹、前言 

蔣中正和馮玉祥一生的分合，掀起民國多少風雲。北伐時期應該是兩

人關係的起始，兩人攜手合作，共同締造北伐的勝利。蔣中正一生功業奠

基於北伐，北伐也是馮玉祥一生最幸運的兩年。1兩人在北伐期間如何建立

關係？關係如何發展？有無爭執？是值得探究的問題。馮玉祥長蔣中正五

歲，馮玉祥已在北方軍政界幾番起伏，蔣中正在廣州方如旭日東昇，蔣中

正在北伐期間如何駕馭年齡、資望都比自己高的馮玉祥，蔣中正是如何和

馮玉祥打交道？ 

馮玉祥一向予人「桀驁不馴，不易控馭」的印象。2在政治立場上搖擺

不定，是善變的「倒戈將軍」。美國學者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認為

他是一位堅守儒家思想的軍事領袖。林貞惠認為馮善於見風轉舵，是一位

典型的機會主義者。3馮自許為革命家，曾經追隨過馮玉祥的簡又文認為要

                                                 
* 本文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之「蔣中正先生與國民革命軍國際學術討論會」（民國 93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宣讀，另獲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4 年 12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 年 12 月 29 日。 

** 國史館協修 
1 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2 期（民國 86 年 5 月），頁

458。 
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第 2 次印刷），頁 591。 
3 林貞惠：〈馮玉祥與北伐前後的中國政局（民國 13 年-17 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9 年 5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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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真正的馮玉祥，當認識馮「革命家的性質」。4在馮玉祥多樣的面貌下，

蔣中正是如何看待馮玉祥？ 

本文將根據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有關蔣中正和馮玉祥的相

關文電和記述，探討兩人在北伐時期的關係。《蔣中正總統檔案》的〈文物

圖書〉類，有「事略稿本」、「困勉記」、「省克記」、「愛記」、「游記」等，

摘抄自蔣中正的日記和文電。「事略稿本」編纂始於民國 28 年 8 月，王宇

高、孫詒、袁惠常入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任編纂員，掌編纂蔣中正民國 16

年以後之事略事宜，隸第五組，由陳布雷督導。5民國 16 年部分，由孫詒

負責，原名《民國十六年之蔣介石先生》，體例續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

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其後逐年類推。《民國十六年之蔣介石先生》有遵訂

稿三本和第二次增訂稿五本，民國 36 年 6 月完成，由陳布雷呈核；民國

47 年再經秦孝儀先生校註。國史館自民國 92 年開始以原件掃描方式出版，

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利學界研究。本文即以民國 16

年《事略稿本》為主要依據，輔以王宇高、王宇正合編的《困勉記》為主

軸，配合其他相關檔案，如〈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檔案〉等。 

馮玉祥的個人資料最重要當屬《馮玉祥日記》和回憶錄《我的生活》。

就日記而論，所記條列式為主，關鍵處缺漏或記載不詳，是其缺點。6以民

國 16 年為例，重要的鄭州會議一段空白，對徐州會議輕描淡寫，也較難從

其日記中就馮的角度去理解蔣的風貌。7 月 29、30 日馮曾和經過鄭州的國

民政府俄籍政治顧問鮑羅廷（Michael Markovich Borodin）長談，然隻字未

提，反而是當時擔任傳譯的馮軍總司令部外交處長簡又文在其著作中有詳

細的記述。此外，馬伯援、毛以亨、劉驥等當年參與其事的人，他們的回

                                                 
4 簡又文：《馮玉祥傳》，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1 年 6 月），頁 89-90。 
5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56 年 1 月），頁 143。原

書誤作袁「愚」常。 
6 劉鳳翰先生認為《馮玉祥日記》作偽，有些事故意不記。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

頁 464，註 18。日記不至於全作偽，有許多地方可和其他資料相互印證，只是有詳略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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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都可作重要的補充。 

對蔣中正和馮玉祥兩人在北伐時期關係的探討，擬分兩階段考查。本

文以北伐前期為主，即民國 15 年 7 月至 16 年 12 月為止，民國 17 年蔣中

正復職以後的蔣、馮關係將另文討論。 

貳、蔣中正與馮玉祥合作的開始 

馮玉祥早年受傳統教育，和南方革命黨的淵源，最早可溯及辛亥時期，

武昌首義，參與灤州起義，雖然失敗，埋下北方革命的火種。7馮後來崛起

於十六混成旅，雖身處北洋系統，實同情孫中山的護法運動。馮後來信奉

基督教，於軍中大力宣揚教義，贏得「基督將軍」的封號。因宗教因素，

革命黨人王正廷、徐謙到馮部講道，以基督教為媒介，和馮訂交。徐謙尤

為馮玉祥和國民黨之間重要的聯絡者，向馮介紹孫中山思想。8中華留日基

督教學生青年會總幹事馬伯援早年參加同盟會，也因宗教因素結識馮玉

祥，民國 11、12 年間多次遊說馮參加革命。9此外，蔣中正義兄黃郛任職

北京政界，定期前往南苑為馮部講學，和馮交往益密，彼此推重。10 

民國 13 年 8 月第二次直奉戰爭起，馮玉祥接受黃郛的密謀，發動北京

政變，組織國民軍，推翻直系統治，成立攝政內閣，引用國民黨要人李烈

鈞、李煜瀛、易培基、李書城、王正廷等。11民國 14 年馮任西北邊防督辦

                                                 
7 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100-101。蔣鐵

生編著：《馮玉祥年譜》（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 9 月），頁 34-38。 
8 馮玉祥日記於民國 10 年 1 月 7、8 日條，即有王正廷來往的紀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 月），頁 18-19。 
9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三編》，第 3 輯，總號 27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74 年 6 月），頁 11-16、
29-3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1 冊，頁 297、345、488。 

10 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 73 年 10 月），頁 64-65、
70-71。 

11 簡又文：《馮玉祥傳》，上冊，頁 225。鹿鍾麟、劉驥、鄧哲熙：〈馮玉祥北京政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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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駐節張家口，馮和國民黨關係更形密切。孫中山病逝，馮令全軍持

服誌哀。12此後馮和徐謙、孫科、孔祥熙、李煜瀛、吳敬恆、鈕永建、李

烈鈞、李大釗、汪兆銘、于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要員往來頻繁，包括黃

郛在內，經常討論國際形勢和革命前景。其中和馮玉祥相交莫逆者，除徐

謙外，當屬李烈鈞。13馮玉祥更透過國民黨的引介，得到蘇聯援助。蘇聯

向國民軍提供武器、彈藥，馮玉祥以接納蘇聯顧問和國民黨的政治工作人

員作為條件。14馮部也因此被外界視為「赤化」，視馮玉祥為「赤色將軍」，

對馮反共的立場懷有戒心。 

馮玉祥受孫中山思想的薰陶，和國民黨已日漸接近，國民黨實行聯俄

容共政策，馮玉祥在困境中接受國民黨的安排，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部

隊實行政治訓練，更加強了馮玉祥和廣州之間的聯繫。 

當陳炯明叛變時，蔣中正護駕有功，深得孫中山的器重，民國 12 年 8

月蔣奉孫中山命赴蘇聯考察，其致蘇聯黨政負責人員書，勾勒中國革命的

前景，即以攻取北京為目標，革命方略就是「當在列強勢力範圍外之西北，

得一根據地，訓練有主義有精神之軍隊，以備作革命軍之中心勢力」。15在

後來的政局變化中，馮玉祥由北京退到西北，接受孫中山的革命主義洗禮，

率所部成為以西北為根據的革命武力，正和蔣中正的革命進程不謀而合。 

民國 14 年底馮奉衝突，雖聯絡郭松齡倒奉失敗，國民軍取得天津，仍

握直隸暨熱、察、綏、甘為地盤。旋因奉張和直系吳佩孚的聯合，共組「反

赤同盟」，馮玉祥在各方壓力下，於民國 15 年 1 月通電解職，4 月赴蘇聯

考察途經外蒙庫倫時，徐謙、顧孟餘、于右任等和鮑羅廷來晤，商談國民

                                                       
輯，合訂本第 1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頁 16-17。 

12 民國 14 年 3 月 12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29。 
13 蔣鐵生編著：《馮玉祥年譜》，頁 70。簡又文：《馮玉祥傳》，上冊，頁 225。李烈

鈞和馮玉祥的關係建立，詳見洪喜美：《李烈鈞評傳》（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6
月），頁 219-224。 

14 蔣鐵生編著：《馮玉祥年譜》，頁 69。簡又文：《馮玉祥傳》，上冊，頁 226。 
15 「蔣中正致蘇俄黨政負責人員意見書」（民國 12 年 8 月 5 日），〈籌筆—北伐時期〉，

《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10.10/4450.0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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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國民軍合作問題。16馮在鮑羅廷的勸說下，決心加入國民黨。17馮玉祥

體察唯有和國民黨具體合作，才能在退敗中謀一線生路。馮旋請馬伯援前

往廣州，和國民政府接洽合作辦法，最少限度，國民軍必與國民黨合作，

解決國事。18此時與直奉聯軍苦戰四月之久的國民軍退守南口，處境艱困。 

馬伯援 4 月初抵粵，與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多方洽談，冀望廣東方面能

從速北伐。時當中山艦事件之後，國民政府正全力籌備北伐，遂以國民政

府委員會名義，函覆馮玉祥，期許會師中原，共定國難，完成國民革命。19

馬伯援訪粵期間，曾親訪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馬伯援就馮玉祥對中國問

題的看法，軍隊的組織信仰和教育等問題向蔣說明。20這是蔣第一次和馮

方代表接觸，藉以瞭解馮的想法和作法。5 月 3 日的廣州政治委員會，陳

友仁報告北京政治狀況及國民軍失敗原因，顧孟餘報告在庫倫會晤馮玉祥

之結果及國民黨與國民軍合作問題，議決由胡漢民、蔣中正、顧孟餘、陳

友仁與鮑羅廷擬具合作辦法。21這是蔣中正和馮玉祥具體接觸的開始。一

個月後，蔣中正於 6 月 3 日電邀馮到粵共襄大計，此為兩人來往的第一份

電報。22翌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持

北伐出師的部署。23馮玉祥 11 日覆電譚延闓和蔣中正：「武漢為首善之區，

                                                 
16 民國 15 年 4 月 5、6、7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162-163。 
17 馮玉祥：《「九一七」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紀實》，黨史館藏，檔號：465/31，毛

筆件。民國 15 年 5 月 10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

頁 178。 
18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頁 58-59。 
19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頁 70-71。 
20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頁 60。 
21 「政治委員會第 138 次會議議事錄」（民國 15 年 5 月 3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

會議紀錄（以下簡稱《政治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00.1/30。 
2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頁 595。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2），《傳記文學》，第 74 卷第 1 期（民

國 88 年 1 月號），頁 41。 
23 「政治委員會第 150 次會議議事錄」（民國 15 年 6 月 4 日），《政治會議紀錄》，黨

史館藏，檔號：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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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南北銜接之樞紐，我救國軍隊非會師武漢，不能達救國之目的。」即派

甘肅軍務督辦李鳴鐘和總參謀長劉驥赴粵會商。24 

7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於廣州誓師，北伐軍事戰鬥已經展開。馮玉祥

代表劉驥抵粵時，蔣已至韶關督師，並沒有見到面。劉驥直接和國民政府

接洽，轉達馮希望國民軍與北伐軍南北呼應，配合作戰，加速北洋軍閥的

崩潰。但國民軍餉項困難，彈藥缺乏，仰賴國民政府物質上的接濟。258 月

20 日，譚延闓以飛機託送專函向蔣中正說明劉驥來洽的詳情，認為馮玉祥

「意志堅決」，已由政治會議決定推為國民政府委員，並予以鉅額之接濟。

並主張「北京武漢如下，當先以本黨三次代表大會組織政府，再為國民會

議之召集。煥章入京，暫維現狀，以待政府之決定。」26由馮玉祥入北京，

應該是當初的默契。最後議定的國民黨和國民軍關係文，西北國民軍與國

民革命軍一致行動，服從國民政府命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任馮玉祥為西

北國民軍黨代表、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27國民政府對於國民

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的標準，一律待遇。28 

當國民軍正向西北撤退，馮玉祥處境最困難的時候，和國民黨聯絡成

功。民國 15 年 9 月 10 日，北伐軍攻占武漢，馮玉祥亦起程返國。2914 日，

徐謙向中央提案補助馮軍 40 萬元。30馮玉祥 17 日於綏遠五原誓師，就國

                                                 
24 「馮玉祥復譚延闓、蔣中正電」（民國 15 年 6 月 11 日），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

新編〉（2），頁 41。 
25 劉驥：〈南行使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

史資料選輯》，第 4 輯，合訂本第 1 冊，頁 62-64。 
26 「譚延闓函蔣中正政治會議決定推馮玉祥為國民政府委員」（民國 15 年 8 月 20 日），

〈革命文獻—07 進占武漢〉，《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07/4。 
27 《廣州民國日報》，民國 15 年 8 月 25 日、27 日，版 3；8 月 30 日，版 11。 
28 據劉驥的回憶，他與譚延闓、徐謙、宋子文、孫科等人商定合作辦法，另一條為國民

軍接受孫中山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劉驥：〈南行使命〉，頁

64。 
29 民國 15 年 9 月 10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223。 
3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20 次會議紀錄」（民國 15 年 9 月 14 日），

《政治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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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聯軍總司令，正式納入國民革命軍的陣營。馮玉祥其後進行「固甘援陝，

聯晉圖豫」的軍事戰略，經甘肅，入陝西，出潼關，而與南方革命軍會師

中原後，一步步邁向北京之路。31 

民國 15 年底，張作霖在北京就安國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已下兩湖，

進軍贛、閩，廣州國民政府決議北遷武漢。馮玉祥的援陝軍解西安六月之

圍，蔣中正力促馮出潼關，對豫西展開攻擊。3212 月 17 日，蔣電何應欽，

討論戰事全局，蔣分析：「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晉必響應，則奉軍雖欲不

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亦可告以段落。」33時晉閻已表

達立場，一俟革命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即響應。馮軍入豫和促晉閻響應革命，

關係北方革命的發展。蔣同時電示劉驥：馮軍應掃清陝南，向豫境前進，

同時和閻錫山取得聯絡。34蔣瞭解馮軍餉糈的困難，以及其入豫關係的重

大，甚至催財政部長宋子文設法每月籌撥 30 萬元接濟馮軍。3527 日，西安

電報已通，蔣中正特邀馮親蒞或派代表參加在南昌舉行的軍務善後會議。36 

民國 16 年 1 月 1 日，馮派劉驥出席軍務善後會議，參與革命軍軍制、

軍政與軍需的籌劃。37馮軍在未來的北伐軍事行動上，將是北方戰線的主

力，會後劉驥即向蔣要求馮部大軍 20 餘萬需要財政和武器彈藥的補給。3826
                                                 
31 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頁 255。 
32 「蔣總司令促國民聯軍馮總司令出潼關對豫西總攻擊魚電」（民國 15 年 12 月 6 日）、

「國民聯軍馮總司令致蔣總司令報告陝戰獲捷虞電」（民國 15 年 12 月 7 日），陶英

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2），頁 42。 
3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846。又「蔣中正致何應欽支電」

（南昌，民國 16 年 1 月 4 日），內容相同。〈革命文獻—05 第一期作戰方略〉，《蔣

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05/27。 
34 「蔣中正致劉驥篠電」（南昌，民國 15 年 12 月 17 日），〈革命文獻—05 第一期作

戰方略〉，《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05/25。 
3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856。 
36 民國 15 年 12 月 27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5，頁 9，《蔣檔》，

國史館藏，無檔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869。 
37 《國民革命軍軍務善後會議錄》，黨史館藏，檔號：441/9。 
38 劉驥要求由漢匯 30 萬元至西安，以濟急需。又槍炮彈藥極缺，請接濟七九、六五槍等

項。「劉驥致蔣中正等有電」（漢口，民國 16 年 1 月 25 日），〈革命文獻—08 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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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馮玉祥進駐西安。時黃郛在廬山與蔣中正、張人傑度歲，黃郛曾助馮

發動首都革命，並在攝政內閣膺任國務總理要職，深為馮玉祥倚重。當革

命勢力向長江流域推進時，蔣特邀和北方革命有深厚淵源的黃郛南下相

助，共商國民革命軍的發展，不無深意。39巧的是黃郛途遇西北軍前參謀

長熊斌，同行至滬，對馮軍情況當有所瞭解。黃郛反對內爭，向蔣建議：

聯絡北方之馮玉祥和閻錫山的既成力量，以期縮短戰禍，早致統一。40他

分析：長江流域及近海一帶的人民鄉土觀念較輕，受北軍駐防侵略有年，

厭惡北軍的心理，有助國民革命軍甚大；北上至黃河流域，這些有利的條

件優勢漸失，反而因北軍的鄉土觀念重，用兵亦漸困難。然北方的馮、閻

兩個力量，或思想、或歷史、或友誼都可與國民革命軍合作，若蔣能引馮、

閻為同調，這個中心力量可以減少內爭而早致統一。41從日後蔣中正力促

馮、閻的合作，協調兩大軍系共同為北伐效命，應受黃郛的影響。蔣當時

已和閻錫山進行聯絡，希望晉閻積極準備，但等到和張作霖直接作戰時再

行動作。42 

、寧漢分裂與徐州會議 

國民政府北遷後，由於武漢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所控制，蔣中正督

師南昌，轉戰江浙，革命陣營國共衝突日益尖銳。43民國 16 年 2 月間，馮

                                                       
江西〉，《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08/106。 

39 黃郛自攝政內閣結束後，滯留天津，蔣中正於民國 15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28 日兩次

函請黃郛南下相助，兩人已有近十年未見。沈亦雲：《亦雲回憶》，上冊（臺北：傳

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 2 月，2 版），頁 247。 
40 沈雲龍編註：《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 266-267。 
41 沈亦雲：《亦雲回憶》，上冊，頁 254。 
42 「北京溫壽泉潘連茹肅密文電」（民國 16 年 1 月 13 日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

北伐北方黨政軍之運用案〉（1），《閻錫山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372.42/1123.6。 
43 李泰棻編：《國民軍史稿》，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6 輯，總

號 658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0 年 6 月），頁 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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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部副部長郭春濤談論到蔣和唐生智的情形。44在蔣和武漢之間相

較，馮和武漢的關係應該是較近的，不僅是徐謙的緣故，馮闡釋「三大政

策」，就是國民黨左派的主張。45劉驥任西北軍派駐國民政府副代表並兼軍

政部陸軍處長，於漢口負責接洽餉費械彈，掌握武漢政府給西北軍每月 200

萬的餉費。464 月初國民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餉費由武漢軍

事委員會支付，4 月份的經常費預算 60 萬元，是各部隊機關中數額最高的；

被服費原預算 20 萬元，先發半數，因軍事發動，又補發 3 萬元，共支出

13 萬元。47 

馮玉祥一方面接受武漢的任命與補助，一方面也和蔣有所接洽。馮派

代表毛以亨和西北軍派駐國民政府正代表李鳴鐘赴武漢履任之際，透過黃

郛的安排，會見駐節南昌的蔣中正，讓蔣中正明白馮玉祥「不特不至附共，

而且是反共的」。48民國 16 年 4 月 10 日，馮玉祥試圖化解蔣中正和武漢當

局的緊張關係，分電勸徐謙和蔣要「相互忍諒」，「師克在和」，只有團結才

能竟革命全功。49 

四一二清黨，蔣和武漢徹底決裂，國民政府在南京開議，爭取馮玉祥

的支持為首要之務。4 月 19 日，毛以亨應邀出席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報告

西北軍政情形。會議決議由毛持函面陳馮玉祥，轉告國民政府已建都南京，

並願於克復江浙之時，「尤其於經濟一端，竭力協濟一切」。50其後，馮玉

                                                 
44 民國 16 年 2 月 5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290。

此為馮玉祥日記中第一次提到蔣中正。 
45 民國 16 年 2 月 23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296。 
46 西北軍於漢口設西北國民革命軍辦事處，派駐國民政府副代表劉驥立場偏左派。正代

表李鳴鐘則無色彩，時滯留滬上。毛以亨：《俄蒙回憶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11 輯，總號 108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3 年 12 月），

頁 240。 
47 軍事委員會經理處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經理處民國十六年四月份軍費收支報告

書》，鉛印本，黨史館藏，檔號：441/22，頁 4、8。 
48 毛以亨：《俄蒙回憶錄》，頁 243。 
49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2），頁 42。 
5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75 次會議紀錄」（民國 16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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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即以「西北貧苦之區，同舟共濟之誼」，請蔣中正接濟西北軍餉彈。51在

國共問題上，李烈鈞向蔣中正表示，馮玉祥「富於才略，判斷明確，幕中

雖有共黨，但根本策略決不動搖」。52相信馮會持反共的立場。 

民國 16 年 5 月 1 日，馮玉祥在西安就武漢政府所委任的國民革命軍第

二集團軍總司令，6 日進駐潼關。539 日南京的政治會議上報告西北情形，

蔣強調西北地位重要，應注意於將來之變化。54寧漢的相持，馮成為寧、

漢間重要的第三力量。蔣中正苦於處理奉張為先？還是先解決武漢為要？

蔣研判馮玉祥到洛陽，如果南京能克徐州，則奉軍必棄鄭州，退守河北，

則對武漢有利。蔣甚至考慮暫緩對奉，而專心對付共黨。55 

5 月 31 日毛以亨向馮玉祥轉達蔣中正允諾每月接濟 50 萬元，馮希望

儘先撥給一、二百萬元，毛向蔣報告：「馮屢次演說服從三民主義，其就第

二集團軍司令係在清黨之先，對鈞座認為始終合作之革命同志，不受任何

方面所轉移。」並言馮部已到鄭州，可隨時出動。蔣立即同意每月接濟 50

萬元，即日交李鳴鐘匯解。56即奉軍退出鄭州，唐生智占領許昌，蔣乃電

李宗仁速占徐州。57 

南京北伐軍 6 月 2 日下徐州，蔣意下徐州後，北方事暫交馮、閻，而

                                                       
《政治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00.1/33。 

51 「李鳴鐘致蔣中正函」（民國 16 年 4 月 28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 22 冊

（民國 16 年 4 月），《蔣檔》，國史館藏。 
52 「李烈鈞致蔣中正豔電」（杭州，民國 16 年 4 月 2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 
53 蔣鐵生編著：《馮玉祥年譜》，頁 79。 
54 民國 16 年 5 月 9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6，頁 11，《蔣檔》，

國史館藏。 
55 民國 16 年 5 月 28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6，頁 13，《蔣檔》，

國史館藏。 
56 「毛以亨致蔣中正世電」（潼關，民國 16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20。 
57 民國 16 年 6 月 2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民國 16 年 1

月至 8 月》（臺北：國史館，2003 年 7 月），頁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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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恢復武漢為要務，否則共黨搗亂，必多不利。584 日，南京開會議決勸馮

玉祥和閻錫山合作，進取北京，並望馮規劃武漢。596 日，閻錫山同日在太

原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通電服從三民主義，表明反共，由大同、娘

子關兩路進軍，對奉軍造成威脅。然蔣中正反請晉軍暫時按兵不動，與奉

軍繼續保持聯繫，並由閻錫山向寧蔣提出和奉張雙方停戰，聯合討共的建

議。60時馮玉祥希望蔣聯合北伐為先，再論討共，故希望蔣出兵山東；閻

錫山則建議寧奉先聯合討共。61 

馮希望寧漢能捐棄成見，一致北伐，也相信自己能調停其中，在赴武

漢鄭州會議前夕，他電蔣主張應速攻下濟南，肅清黃河南岸，並告以「上

游方面（指武漢政府）決不與我兄為難，弟可負全責」。626 月 10 日，馮玉

祥參加武漢的鄭州會議，分共問題上取得一致，但馮不同意「討蔣」，勸漢

方息爭，主張寧漢聯合北伐，會議的結果，將河南、陝西軍事政治交馮玉

祥負責。蔣斷言馮自此將捲入漩渦，「苟有心者，自不能旁立作壁上觀也。」

6314 日，馮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同日發電向蔣中正示意：「目前唐孟瀟（生

智）同志南返，臨別與弟鄭重表示，決不與蔣公為難，如與蔣公為難，我

輩自革其命，又何以對革命二字？」64馮認為寧漢雙方應消除歧見，繼續

北伐為當務之急，不應該內閧而分散實力，予奉魯軍反攻的機會。 

                                                 
58 「李宗仁致蔣中正江電」（蚌埠，民國 16 年 6 月 3 日），〈革命文獻—05 第一期作

戰方略〉，《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05/39。 
59 民國 16 年 6 月 4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04。 
60 簡笙簧：〈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2 期（民國 86 年

5 月），頁 227。 
61 民國 16 年 5 月 28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1，《蔣檔》，

國史館藏。 
62 「馮玉祥致蔣中正佳電」（鄭州，民國 16 年 6 月 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摘要，原件

存查。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2 期，頁 479。 
63 民國 16 年 6 月 12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11。 
64 高興亞：《馮玉祥將軍》（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 10 月），頁 103。蔣鐵生編著：

《馮玉祥年譜》，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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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漢僵持的情況下，蔣思考大局：一是馮坐鎮武漢，閻錫山出兵平

津，寧蔣則占濟南；二是馮聯共，閻出洛陽，奉張出鄭州，則寧方直搗武

漢。65在馮未表態前，蔣不放棄任何拉攏馮的機會。鄭州會議前夕，蔣已派李

鳴鐘（馮駐蔣處代表）和馮接洽。66鄭州會議甫結束，馮已帶訊在歸德相

候；蔣並透過黃郛的引薦，聘王正廷為總部顧問，派至鄭州聯絡馮玉祥。67  

馮電約蔣於開封相會，蔣當即渡江北上，17 日抵徐州，得馮玉祥接受

武漢政府任命，請李鳴鐘向馮轉達其條件，即要求馮取消武漢政府，而以

閻錫山取北京，蔣自己取山東。68馮到歸德遇李鳴鐘，同行有代表政府和

蔣慰勞馮部的方本仁、何成濬，馮電蔣約見於徐州。69馮隨即派毛以亨赴

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安排。70 

6 月 19 日，蔣中正在徐州的前一站—九里山以西郝寨車站親迎馮玉

祥，蔣「如此謙下，如此周到」，讓馮心感佩。這是蔣和馮第一次正式會

面，馮表示：「見其風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71歡迎馮的晚宴上，

馮在演說中極盡推崇蔣之功績，惟總理之三民主義與蔣之大無畏精神，方

                                                 
65 民國 16 年 6 月 14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12。 
66 「蔣中正電飭白崇禧與何應欽商妥計畫後速回南京」（民國 16 年 6 月 9 日），〈籌筆—

北伐時期〉，《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10.10/4450.01-009/17。 
67 「蔣中正電黃郛請李鳴鐘速來南京並聘王正廷為總部顧問」（民國 16 年 6 月 13 日），

〈籌筆—北伐時期〉，《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10.10/4450.01-009/21。黃郛在

攝政內閣延王正廷入閣，王和馮玉祥的政治關係自此開始。寧漢分裂時，馮玉祥勢力

進入中原，需要有人為蔣、馮間居中聯絡，黃郛任上海特別市市長，無法分身，以王

正廷為合適的人選，經黃郛的安排，蔣聘為總部的顧問，派至馮玉祥處，為王正廷與

蔣馮關係的由來。沈亦雲：《亦雲回憶》，上冊，頁 276。 
68 民國 16 年 6 月 16、17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2，《蔣檔》，

國史館藏。 
69 「馮玉祥致蔣中正巧電」（歸德，民國 16 年 6 月 18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34。 
70 毛以亨：《俄蒙回憶錄》，頁 244。 
71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 561。劉鳳翰：〈馮玉祥與北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第 2 期，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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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救中國；而西北國民軍非蔣之北伐亦無今日。72蔣發言：「此次南北

兩軍事領袖，把臂言歡，商洽黨國大計，意義至為重大，可言革命史最重

要的一頁。」馮答：「曾憶張作霖攻南口時有言：一、勿必使南北兩赤結合；

勿令蔣馮攜手，今吾等竟得以結合而又攜手，北伐勝利可以預卜矣！」73 

翌日，會議正式舉行，馮和南京各中央委員討論北伐和討共是兩大主

題。關於北伐，馮主張聯閻制奉，一切聽蔣總司令的命令去做。胡漢民的

觀察下，馮和蔣的感情意見，極其融洽。74討共問題，馮自有定見，對於

武漢的共產黨，認為「不能極端的去做」。75馮自始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

的主張，參加徐州會議，定位為「調停者」，要不偏不倚的站在中間，調和

寧漢的意見，勸大家以大局為重，相忍為要。76他向寧漢雙方提出三事：

一、請蘇聯顧問鮑羅廷回國；二、免除個人意見，和共濟；三、寧漢合

作，一致北伐。77馮私下與李烈鈞談時局時，亦認為革命陣營應消除內部

隔閡，寧漢兩方宜集中勢力，乘勝北伐。78 

20 日的會議原達成決議，由蔣和馮聯名通電北伐，並取消武漢政府。

第二天蔣恐怕馮變卦，正與李煜瀛商談之際，得馮反悔之意，立由黃郛、

李煜瀛、李烈鈞探詢原委，得知為經濟關係。79蔣即允諾：「由余負責，每

                                                 
72 民國 16 年 6 月 19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25。 
73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北京：中

華書局，1996 年 2 月），頁 575。 
74 胡漢民：〈徐州會議的經過〉（民國 16 年 6 月 27 日），收錄於蔣永敬編：《北伐時

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70 年 10 月，臺初版），

頁 420。 
75 胡漢民：「徐州會議的經過」（民國 16 年 6 月 27 日），頁 423。 
76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 561。 
77 民國 16 年 7 月 7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3。  
78 民國 16 年 6 月 20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37。 
79 在鄭州會議前，馮要求武漢政府每月撥給軍費 300 萬元，但武漢政府僅允每月 150 萬

元，實際上僅給 60 萬元紙幣、國庫券和銅元。鄭州會議後，馮又要求武漢政府發給步

槍 10 萬枝，子彈 50 萬發，大炮 500 門，現款 200 萬元，汪回電無法辦到。王宗華、

劉曼榮著：《國民軍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 月），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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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發兩百萬元資助煥章。」馮才來繼續開會，並修正前議，由蔣與馮聯名

通電北伐，由馮個人致電武漢政府取消。80另有涉及軍事問題，統一指揮、

軍械補充和人員補充，由軍事委員會討論。81馬伯援嘗言馮玉祥的性格「喜

人識彼於其困苦艱難之中」，82爭取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經濟上給予援助，

南京深得其道，投其所好。 

徐州會議雙方各有所得，南京國民政府得到馮玉祥的支持，蔣在上海

全市黨員大會報告會上說：「現在中國政治重心，在南京國民政府，吾們黨

國最重要的，就是徐州會議。吾黨之成敗，吾國之存亡有關於此。」83徐

州會議不僅決定寧漢政府的勝負，也決定後期北伐的方略。6 月 24 日的政

治會議，通過馮、閻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追認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方

總司令，並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西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均得出席於中

央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84確立聯晉制奉和蔣馮閻合作之局。 

在不影響鄭州會議對馮個人職位、權責及西北各省之軍政局面，85馮得

到南京國民政府每月協濟西北軍餉 200 萬元的承諾，8621 日即帶著第一批

50 萬銀元回到開封。87馮玉祥事後親向鮑羅廷承認支持寧蔣的原因之一，

                                                 
80 民國 16 年 6 月 20、21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2，《蔣檔》，

國史館藏。此事在同日《事略稿本》中並無記錄。《馮玉祥日記》6 月 20 日條記載如

下：「五點，赴花園飯店。（在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白崇禧等會議。」6 月 21
日條的記載如下：「十點，蔣介石來電話，謂如武漢軍東下，請派兵直搗武漢。余告

以絕無此事。午後半點，晤蔣辭行。」《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37。 
81 「吳敬恆向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報告徐州會議之結果」，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

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頁 426-427。「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108 次會議紀錄」（民國 16 年 6 月 24 日），《政治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

00.1/33。 
82 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頁 33。 
83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頁 578。 
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108 次會議紀錄」（民國 16 年 6 月 24 日），

《政治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00.1/33。 
85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 71 年 5 月），頁 65。 
86 毛以亨：《俄蒙回憶錄》，頁 245。 
87 黃紹竑口述：〈徐州會議的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未刊稿。轉引自楊天石主編：

 

學
術208 



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 15 至 16 年）—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 209 

是餉械的補充，須仰仗寧方；也因為馮部被雜牌雜隊伍及晉閻牽制，不敢

助漢攻寧。馮指出更重要的原因是，蔣已聯絡岳維峻（舊國民軍二軍），使

其攻陝，襲馮後路，蔣已掐住馮的咽喉。88然對武漢問題，馮的立場和蔣

並不一致，蔣希望馮能以武力瓦解武漢政府，馮只在驅鮑和清黨上有共識。

89蔣對馮的政治立場有所疑慮，蔣馮第一次會晤，蔣所得的印象是：「政治

複雜，人心叵測。」90徐州會議過兩天，蔣即為聽聞馮將其電報示於唐生

智，不以為然。91 

肆、調停寧漢與蔣中正下野 

徐州會議後，蔣與馮相互往來函電日多，因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關

係益加增進。92馮回到開封，即向南京請發槍械子彈及醫藥品，準備北伐

之用。93並由毛以亨向南京代達，西北軍財政困難，請設法補助；槍炮子

彈亦請補充，交李鳴鐘在滬從速購買。94蔣答應馮餉彈必盡力接濟，但請

馮以主力渡河北擊，分兵協攻魯南。95蔣派孔祥熙親往洛陽，探詢馮對武

漢是否有用武準備？96馮玉祥對孔祥熙表示：因種種關係，馮軍不能攻武

                                                       
《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頁 577。 

88 鮑羅廷返國時，7 月 29 日和馮玉祥在鄭州的談話。簡又文：《西北從軍記》，頁 71-72。 
89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頁 65。 
90 民國 16 年 6 月 21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2，《蔣檔》，

國史館藏。 
91 民國 16 年 6 月 23 日條，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3，《蔣檔》，

國史館藏。 
92 民國 16 年 7 月 9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80。 
93 民國 16 年 7 月 6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2。 
94 民國 16 年 7 月 8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4-345。 
95 「蔣中正致馮玉祥蒸亥電」（南京，民國 16 年 7 月 10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

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39。 
96 「蔣中正致馮玉祥轉孔祥熙灰電」（南京，民國 16 年 7 月 10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上）〉，《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3/66。
民國 16 年 7 月 9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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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97馮促蔣北伐，以調兵回寧為非，反而對於武漢共產未提處置與責備

一語，蔣也不滿馮將前囑緩出洛陽以資夾擊之電出示共方，「不知其何意」，

感覺馮是偏袒漢方。98蔣認為漢方第十一軍集中九江，其東征之意甚明，

特電孔祥熙勸馮「以嚴正態度對武漢作最後之忠告」，漢方不從，「則應直

取武漢，殲除共黨根據」。99馮玉祥 7 月 12 日分電寧漢雙方，「均當化除意

見，努力北伐。凡有妨礙北伐者，即是反革命」。100蔣移兵西上，馮力勸蔣

一致繼續北伐，萬不可對內開釁。101 

時南京的孔祥熙和武漢的徐謙均在馮處，馮儼然以寧漢調人自居，7

月 14 日會同孔、徐二人，通電提議在開封召開緊急會議，主張負咎者應服

從決議，各自下野。102馮玉祥出面提議召集開封會議，固然考量軍事因素，

以全軍當奉魯軍正面，一旦寧、漢開戰，奉軍捲土重來，馮部首當其衝，

故力促寧、漢合力北伐。103武漢政府 7 月 15 日分共，寧漢趨於接近，馮再

努力調停於寧漢間，表達對時局的具體主張。馮電唐生智化除意見，集中

力量，先滅奉魯勢力。10418 日，南京胡漢民、吳敬恆、鈕永建電復馮玉祥

釋出善意，然認為倒蔣為私人恩怨，請轉告汪應停止東征。105汪則致馮電

                                                 
97 民國 16 年 7 月 10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6。  
98 民國 16 年 7 月 11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83-584；

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3，《蔣檔》，國史館藏。 
99 「蔣中正致馮玉祥轉孔祥熙文電」（南京，民國 16 年 7 月 12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上）〉，《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3/67。
民國 16 年 7 月 12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84。 

100 民國 16 年 7 月 12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7。 
101 「馮玉祥致蔣中正元電」（洛陽，民國 16 年 7 月 13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第 26 冊（民國 16 年 7 月），《蔣檔》，國史館藏。 
102 「洛陽七月寒日致寧漢電」，〈寧漢洛互商合作之要電〉，《廣州民國日報》，民國

16 年 8 月 18 日，版 4。 
103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頁 79-80。 
104 民國 16 年 7 月 16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49。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4 月），

第 2 冊，頁 232。 
105 「寧方一部分人七月嘯電答馮方寒電」，〈寧漢洛互商合作之要電〉，《廣州民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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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死力爭中央黨部及政府之統緒。106 

汪、唐一方面接受馮的調停，一方面堅持「反共倒蔣」，準備東征。馮

終於體認到「武漢劍拔弩張，非言詞所能制」，107準備對漢出兵。藉南北同

時行動，是要求補充軍械軍實的最好理由。108南京要堅定馮的立場，白崇

禧建議蔣選派與馮素有交誼及富軍事學識者一人，代表寧方赴馮處常駐，

以資聯絡，並考察馮與漢方之關係。蔣則已加派馮之舊友方聲濤往洛常駐；

109而馮也派總參議熊斌來寧報聘。110王正廷也奔走雙方聯絡，特別詢問所

需，對馮而言，「步槍子彈款項極缺，倘能速予接濟，當極歡迎」。111然唐

生智、汪兆銘的「反蔣」情結，終致使馮開封會議無功而寂。112 

寧漢相持之際，7 月 24 日徐州在直魯聯軍反攻下失守，北伐軍全線動

搖，南京震動。徐州為蔣和馮軍的聯絡樞紐，蔣對馮言：「寧失寧粵，不願

委棄徐州，以斷我兩軍之聯絡。」113馮派鹿鍾麟東向夾擊，蔣允諾徐州克

後，以徐歸馮防；同時也希望馮制止武漢東征軍東下。114無論牽制武漢或

反攻徐州，馮都居關鍵地位，寧方甚至暫緩對晉閻的聯絡，因為「此時重

                                                       
報》，民國 16 年 8 月 18 日，版 4。 

106 「漢方汪精衛七月敬電答馮轉去寧方嘯電」，〈寧漢洛互商合作之要電〉，《廣州民

國日報》，民國 16 年 8 月 18 日，版 4。 
107 民國 16 年 7 月 18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593。 
108 馮請先行撥給步槍萬枝，或數千子彈，200 萬元以充軍實。「馮玉祥致蔣中正巧亥電」

（洛陽，民國 16 年 7 月 18 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 26 冊（民國 16 年 7
月），《蔣檔》，國史館藏。 

109 「白崇禧致蔣中正效電」（李家莊，民國 16 年 7 月 1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

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44。 
110 「馮玉祥致蔣中正皓電」（洛陽，民國 16 年 7 月 1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44。 
111 「王正廷致蔣中正皓電」（洛陽，民國 16 年 7 月 1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45。  
112 簡又文：《西北從軍記》，頁 79-80。 
113 民國 16 年 7 月 26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13。 
114 「蔣中正致李濟深感電」（蚌埠，民國 16 年 7 月 27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裂

與北伐中挫（上）〉，《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3/72。民國 16
年 7 月 27 日，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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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洛而不在晉」。115 

馮玉祥理解到南京、武漢的分裂，實由共產黨居間挑撥，其破壞國民

革命消滅國民黨為目的，罪不容逭，但為一致北伐，聯合兩方，亦可謂「苦

心孤詣」。116武漢對馮提出「不失中央威信」，為爭正統地位；馮的通電亦

以「中央政府」稱武漢，不啻承認武漢為中央。「正統」意識強烈的蔣中正

深為不滿，認為馮「殊失體統」，「為軍人者，豈能執持兩端乎！」117但此

時蔣是有求於馮，克徐易而守徐難，急催馮派得力部隊來徐接防。118李烈

鈞對蔣表示：「掃北與討共俱重，先討共尤我所急，須得馮公密切合作，計

始萬全。」並建議蔣復徐之後，最好親往汴鄭答會，便商大計。119 

武漢國民黨中央 7 月 27 日發表對時局的四條決議後，國民政府 29 日

發表的宣言，指責蔣「取舍予奪，為所欲為」，「在南京僭竊以後，益復橫

行無忌」。120武漢當局正透過馮和南京商洽合作，為力保正統地位，只有以

「反蔣」為名。適被逐返國的鮑羅廷過鄭州，和馮玉祥有兩日的深談，是

否都影響了馮對蔣的觀感，馮以罕有的嚴詞在其 7 月 30 日的《日記》上批

評蔣： 

蔣介石位高權重，任意揮霍，因招怨尤，致起內訌。然吾人

                                                 
115 方聲濤原擬赴太原一行，李烈鈞以洛陽任務重要，請方緩行。蔣中正批示請方不必去

晉。「李烈鈞致蔣中正沁電」（南京，民國 16 年 7 月 27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

分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58。  
116 民國 16 年 7 月 21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53。 
117 民國 16 年 7 月 28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22；

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5，《蔣檔》，國史館藏。 
118 「蔣中正致李烈鈞豔午電」（福履集，民國 16 年 7 月 29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

分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69。 
119 「李烈鈞致蔣中正卅未電」（南京，民國 16 年 7 月 30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

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71。 
120 7 月 27 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對時局的決議：提高黨的威權；統一軍政、民政、財政；

打破割據局面，消滅地盤思想；黨員全體動員，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楊天石主

編：《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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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右袒，惟處調和地位，以冀北伐之早日成功耳。121 

調停寧漢未果又徐州失守，馮均歸責於蔣。馮不認為武漢會東征，故

對蔣分兵西顧或要馮部督制漢方軍隊，都是有礙北伐的舉措。李烈鈞即指

馮「似始終未明武漢東侵詭謀，故勸我軍重北伐緩後攻」，並建議蔣多與馮

通電溝通意見。122蔣中正反攻徐州不力，自 8 月 5 日起全軍撤退，回到長

江南岸，嚐到北伐出師以來最大的一次敗績。123而唐生智率東征軍向南京

推進，和孫傳芳形成夾擊之勢。 

蔣中正適逢徐州新敗，馮玉祥則已形成「舉足輕重之勢」124，他 8 月

6 日發表「敬告全國同胞及革命同志書」，說明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的用意

在希望雙方暫息黨爭，一致北伐。馮出面勸共產黨不能與國民黨三民主義

之革命完全一致者，請暫時退出國民革命之聯合陣線，停止農工運動之階

級鬥爭。又敬告蘇聯同志若被人誤會另有陰謀，不如及早將處事不善者退

去。125馮固然企圖超越「左袒右袒之分」，反對彼此加害，革命演為混戰，

是用心良苦，但似乎對共產黨或共產國際的問題看得太過簡單，更無法理

解蔣、汪在政治上的糾葛。 

汪兆銘等透過馮玉祥表示願來寧合作，8 月 3 日電馮已有反共決心，

如寧方能尊重中央，個人進退，無關輕重。126蔣原本願對汪「寬容」，接納

來寧，而決定對奉戰爭，對漢合作。但汪一方要馮求和，一方鼓動第七軍

倒蔣。127李宗仁 8 月 8 日領銜致汪兆銘與譚延闓，歡迎武漢方面及早到南

                                                 
121 民國 16 年 7 月 30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56。  
122 「李烈鈞致蔣中正東未電」（南京，民國 16 年 8 月 1 日），〈革命文獻—13 寧漢分

裂與北伐中挫（下）〉，《蔣檔》，國史館藏，檔號：2020.10/4450.01-014/72。 
123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頁 605。 
124 民國 16 年 8 月 5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49。 
125 「敬告全國同胞及革命同志書」（民國 16 年 8 月 6 日），馮玉祥選集編輯委員會：《馮

玉祥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頁 44-46。 
126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2 編第 5 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頁 603-604。 
127 民國 16 年 8 月 7、8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52-653。

王宇高、王宇正同編：《困勉記》，卷 7，頁 8，《蔣檔》，國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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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開中央全會。128馮玉祥 11 日覆李宗仁等，提議在安慶召開中央執監大會

預備會或籌備會。1298 月 12 日，蔣參加中央執監會議，與何應欽、李宗仁、

白崇禧預商主張，何應欽和李宗仁均主張與武漢議和。會後李、白傳達要

蔣「自決出處，以避目標」的意思後，蔣毅然決計引退，當天晚上 12 點就

離開南京。130 

馮玉祥調停寧漢，期藉以提高個人聲望與地位，抬高政治影響力，但

畢竟在南京政壇份量不夠。先是 7 月 14 日提議召開開封會議，寧漢雙方均

未同意；8 月 11 日又提議的安慶會議，雖得李、白同意，但蔣決然辭職，

南京胡漢民、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等五位委員認為和馮 11

日通電有關，對馮不滿，14 日亦聯名引退，請馮玉祥「一柱擎天」。131馮

玉祥苦心調和的結果是兩面不討好，南京罵馮接近共產黨，武漢罵馮反革

命，並將馮部所應得之物品亦予扣留，馮自嘲是「兩姑之間難為婦」。132馮

原希望有助於爭取軍械彈藥的補充，但事實不然。因寧漢互鬧意見，馮軍

的車輛多被扣留。13311 月何其鞏、黃少谷、郭春濤赴南京時，馮玉祥叮囑

他們向中央轉達西北軍的餉械彈藥的困難，馮表示自徐州會議主張清共

後，北伐以來應得自漢陽的器械悉數被扣留，故部隊有兵無槍，有槍無彈，

而對手則坦克車、鐵甲車、機關槍等應有盡有，馮軍僅憑赤手空拳與頑敵

相搏擊。馮也抱怨餉項維艱，醫藥不給，如何能持久？希望能妥為籌措。134

由此可見，馮想兩邊討好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好處。 

蔣中正辭職下野後，和宋美齡「函電往來不絕」，交往日密。蔣在赴日

                                                 
128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17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

員會，未註出版年），頁 146。  
129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 2 冊，頁 245。 
130 民國 16 年 8 月 12 日條，見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1》，頁 655-656。 
131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2），頁 46。 
132 民國 16 年 8 月 24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68。 
133 民國 16 年 8 月 27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70。 
134 民國 16 年 11 月 14 日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第 2 冊，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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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邀王正廷往宋府說媒。1359 月 27 日下午，蔣與宋美齡在孔祥熙寓攝

影後，同訪王正廷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謝其為介紹人。136翌日，蔣中正

東渡日本考察，至 11 月 10 日返回上海。12 月 1 日，蔣宋大婚，李德全和

王正廷擔任證婚人。137無論李德全或王正廷，馮玉祥都有關係，亦可見馮

玉祥在蔣心目中的份量。馮玉祥已先於 11 月 18 日、19 日分電熊斌和孔祥

熙，促請蔣早日復職，12 月 1 日又以「東山再起，主持一切」為蔣新婚賀

電。138 

伍、結語 

馮玉祥崛起於十六混成旅，活躍於北方政壇，經宗教的牽線，結識革

命黨人，是少數對孫中山革命思想有接觸的軍人。馮玉祥成為孫中山進行

北方革命的適合人選，經多人的奔走和經營，終使馮玉祥傾向革命。隨著

政局的推展，馮玉祥在直奉的壓力下，唯有和中國國民黨取得合作，才有

發展的前途。對國民黨而言，需要北方革命的夥伴，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國民黨和馮玉祥合作，是國民黨大戰略的考量，對馮玉祥也有事實上

的必要。  

                                                 
135 民國 16 年 9 月 23、24 日條，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2—民國 16

年 9 月至 17 年 3 月》（臺北：國史館，2003 年 7 月），頁 68-69。王正廷雖和蔣中正

為浙江奉化同鄉，但交誼原本不深，王曾是孔祥熙的上司，民國 14 年王正廷出任中俄

會議督辦時，孔祥熙為會辦，對孔有提攜之情。民國 16 年 1 月王曾為蔣私人代表和美

國駐滬總領事高斯接觸。當孔祥熙回到上海調停於蔣中正和汪兆銘之間，王正廷成為

孔府的座上賓。時蔣中正熱烈追求宋美齡，更需要孔氏夫婦的協助。王正廷有黃郛和

孔氏夫婦的關係，加上借重王擔任和馮玉祥的聯絡人，王正廷的身分自然水漲船高。

石源華主編：《王正廷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84-185。 
136 民國 16 年 9 月 27 日條，見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2》，頁 70。

李德全為介紹人，除了她有教會的關係外，她為馮玉祥拉攏蔣、宋有積極的作用。 
137 證婚人另為譚延闓、蔡元培、余日章、何香凝。《民國日報》，上海，民國 16 年 12

月 2 日，第 3 張，版 1。 
138 陶英惠輯註：〈蔣馮書簡新編〉（2），頁 46-47。李泰棻編：《國民軍史稿》，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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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在孫中山革命的道路上初期顛跛而行，並不順遂，直到陳炯明

叛變後方嶄露頭角，到黃埔建校，掌握革命武力，北伐展開後，更成為軍

事上的強人。在國民黨內，徐謙、李烈鈞等人和馮玉祥都有深厚的交誼，

蔣中正和馮玉祥彼此間在北伐之前並無淵源，基於中國國民黨的政策需

要，北伐戰略的考量，賦予蔣和馮合作的機會。 

民國 15 年 4 月馬伯援赴粵洽談國民軍和國民黨合作時，蔣中正初次具

體瞭解馮軍的情形。蔣其後參與合作辦法的策定，國民軍在西北響應國民

革命軍北伐，正符合蔣中正的戰略構想。由於馮玉祥的部隊地處貧困的西

北地區，和國民黨合作，得以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也可獲得國民政府的

餉械濟助，這是互蒙其利的事。 

促成蔣中正和馮玉祥的合作，黃郛和李烈鈞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黃

郛建議蔣要拉攏馮的力量，並安排王正廷至鄭州為蔣的代表；李烈鈞也一

度居間聯絡蔣、馮，兩人往來的電文，大都是透過李烈鈞，甚至馮給蔣的

電報，由李全權代為回示。蔣、馮之間尚缺乏直接的往來，都由代表傳達，

易生誤解，所以李烈鈞建議蔣要直接多和馮溝通。 

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後，因國共的糾紛，蔣中正控有京滬地區，和武漢

當局形成對峙。在蔣中正的立場，堅持反共，以為釜底抽薪，應先解決武

漢共黨的問題，再全力對付奉張。馮玉祥不認為反共是第一要務，其部隊

中也不乏共黨分子活動，所以他瞹眜的立場一直為蔣所質疑。馮玉祥主張

寧漢雙方應放下爭議，同心一致北伐，一鼓作氣的掃滅奉張。在寧漢分裂

的期間，兩人對武漢的態度是有別的。 

馮玉祥以寧漢調人自居，先和漢方參加鄭州會議，繼與寧方參加徐州

會議。蔣中正以最熱忱的態度禮遇馮，讓馮銘感五內，也以最大的誠意接

納馮的意見，尤其是對其械餉的供給，儘管困難，蔣親自許諾馮的要求，

換取馮對南京的支持。徐州會議給甫立足南京的蔣中正打了一劑強心針，

對北伐的未來發展取得一致的共識，確立聯合馮、閻以制奉張的戰略。徐

州會議是蔣、馮兩人第一次的正式會面，雙方互留良好印象之餘，但也由

於這次的經驗，蔣已領教到馮投機、善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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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徐會議抬高了馮玉祥在革命陣營的聲望，蔣也體認到馮的勢力由

西北進入中原，已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出兵山東或應付武漢，都需要

馮的支持。馮調停寧漢合作的過程中，也對蔣並不諒解，認為蔣對漢方用

兵的準備，抽調北進徐州的兵力，導致徐州兵敗。蔣固然受桂方壓力，也

是因馮玉祥沒有全力護持，蔣只有下野。寧漢雖告合流，但因蔣中正的去

職，北伐軍事行動暫告中止。 

在北伐的共同目標下，蔣中正和馮玉祥攜手合作，取得北伐第一階段

的勝利。雖然對武漢共黨政權有認知上的不同，馮玉祥放棄對他支持甚力

的鮑羅廷而支持蔣反共，有現實利害的考量，馮看到蔣已然在他未來的發

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導致蔣之下野雖和馮玉祥不無關係，但並未影響兩

人的關係，蔣和宋美齡的婚禮上，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和王正廷擔任證婚

人，顯示馮玉祥和蔣私誼更進一步，蔣要拉攏馮，馮也要攀住蔣，為翌年

兩人結拜鋪路。 

從民國 15 年 7 月北伐開始到 16 年底，蔣中正和馮玉祥的關係隨北伐

戰事的開展，由疏到親，馮玉祥在蔣心目中的份量是逐漸加重，蔣在南京

立足，有賴馮玉祥的相挺，針對北伐的最後目標北京，也需馮玉祥協助，

兩人是戰略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盟友，合則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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