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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文献专题片《杨虎

城将军》开始拍摄。其中，杨
虎城在鲁南剿匪、平定一方的
历史是让摄制组最兴奋的点
之一。

这支从陕西来的剿匪部
队，造福当年的鲁南一方，实
在是太有威望了。然而，却少

有人知晓，就是这支有极强战
斗力的部队，在开赴剿匪一线
的前几个月，还军心涣散，一
盘散沙。

迫于种种原因，杨虎城
1928年4月离开他的军队远
赴日本，这之后，军队内忧外

患集中爆发，无一人能彻底收
拾。同年底，经过多方周折，杨
虎城回到山东临沂自己的部
队，部队才重新有了“中心”。

乱作一团的军队短期内
得到有效整肃，杨虎城推出的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军措施，

在今天史学界仍受到了广泛
关注与推崇。

记者看到一份 《陕西文
史资料》，当中收录了当时一
些军官如李百朋、韩寅生等人
的回忆录。其中详细介绍说：
杨虎城在回到部队的第二天，

即集合全体官兵训话，提出口

号“不扰民，不害民，爱护民
众”；“在一次会上，师参谋长

王一山因迟到被罚立正。又在
一次操场上，因第三旅迟到，
参谋主任仲兴哉被罚跪……
杨将军亲自带兵搜查，查出九
团团副刘顺和烟具，遂立即扣
押。翌日在操场上宣布并出示
烟具证物，将刘顺和以违抗命

令，当场枪决，一军皆惊。从此
人人皆惧，烟毒得以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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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杨虎城部队隶属

于冯玉祥集团，杨虎城前往山
东临沂整肃部队以备剿匪正
是冯的旨意。但同时，杨虎城
又主动要回几名陕籍黄埔生
到部队中任职，史学者说：
“此举是取信于蒋介石。”而
恰在这一时期，原本义结金兰

的蒋介石、冯玉祥为各自利益
之争，冲突日显。

杨虎城百年之后，他的秘
书米暂沉揭晓了这段鲜为人
知的秘闻———

杨虎城在日本期间，一直
由米暂沉陪同。1998年，米暂

沉所著的《杨虎城将军》一书
出版，书中披露道：“冯玉祥
一面辗转派人去东京促杨虎
城回国，一面直接打电报促请

他回国整顿部队。就在这个时
候，蒋介石也给这位从未谋面

的杨军长打来电报，除慰问病
况之外，并促其早日回国。这
个电报是由南京政府驻日本
大使馆转的，因杨虎城在东京
不公开和人来往，与南京驻日
本的使领馆更无接触，故电报
没有转到。以后南京方面的朋

友来信，方知道有这个电报，
但他也没有到大使馆询问。”

原来，冯、蒋不约而同瞄
准了杨虎城和他的部队，有意

拉拢。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蒋、冯，

杨虎城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了解到杨虎城在日本时，
曾与连瑞琦一起商拟回国发
展计划。于是记者多方查阅有
关连瑞琦的资料，终于在连瑞
琦的一段回忆录里，看到这样
的记述：“……杨又提出要脱
离冯玉祥，我问脱离冯以后那

部队归谁？杨说归蒋，直属南
京中央。我说，这不是投降蒋
介石反革命派吗，我不同意。
杨说：‘新旧军阀都是反革
命，蒋反，冯也反，脱离这个反
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一
样的。归蒋后，可以利用其地

位，壮大自己的力量，到西北
的机会多些。’”

种种迹象表明，在回国之
前，杨虎城已决定归附蒋介

石。而这种归附的目的，是为
了给已处窘境的“陕军”开辟
一条发展壮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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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临沂整肃军队，全

军面貌便迅速改观，战斗力大
大增强。1929年2月，杨虎城
亲自率领部队，全线投入剿匪
战斗。

数月间，杨虎城部队即荡
平鲁南，彻底肃清匪患。长期
受匪患蹂躏的鲁南民众重获

安定，他们对亲民爱民的杨虎
城热烈拥护，大加赞扬，以致

后来闻听杨虎城要奉命离开
山东消息后，纷纷自发组织起
来，苦心挽留。

冯玉祥此时发来嘉奖电：
“诸城，杨师长虎城弟鉴：
……吾弟智勇兼赅，体用悉

备。治军则严明丕著，作战则
胜算独操。此次剿匪，鲁南勋
劳，克举战胜，攻取所向无前，
殪兹丑虏，歼厥凶魁。喜慰之
余，弥深敬佩。着奖该师洋一
万元，营长以上军官有殊功
者，并准电报数人须给革命奖

章……”
冯玉祥的此番嘉奖其实

“用意不纯”，这已经是史学
界的的共识。因为杨虎城所打

垮的刘、顾等匪众，都有蒋介
石颁发的委任状。所以剿匪对
冯玉祥来说，无异于砍掉了蒋
伸向山东的两只手。

蒋介石对杨虎城剿匪的
速战神话刮目相看，“也派员
前往视察，向杨表示好感，特

加笼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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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4月，蒋、冯关

系濒于破裂。冯遂下达“时
局不靖，集结兵力，缩短防
线”的命令，要杨虎城由山
东向河南转移。杨虎城未听
命。与此同时，何应钦来电：
“胶东匪氛未靖，地方治安
可虑，该部应即驻防原地，

维持秩序，所有部队经费、
番号等问题，中央当负责解
决，诸希来京面谈”。

杨虎城到南京见何应钦，
然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面授
杨部番号为新编第十一师(后
因与四川赖心辉师番号相重，

遂又由南京政府电令改为新
编第十四师)。可见，杨虎城
“离去冯”意决。

杨虎城归附蒋介石的举
动，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专题片《杨虎城将军》的编导宋
书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

析说：“杨将军的这一大动作，
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客观原因。”

所谓的“客观”在于，杨虎
城军队是冯军中的杂牌军，不仅
部队给养得不到保证，还常常被
推到第一线作战。“冯玉祥也想
借别人之刀来消灭这支杂牌

军。”宋书云说，如在商丘大战
中，杨虎城的一个军抵挡直鲁联
军 6个军的围攻，生死攸关时
刻，冯玉祥的嫡系部队竟临阵脱
逃见死不救，“这对杨虎城是一
个极大的伤害，也促使杨虎城下
定决心离开冯玉祥。”而此时南

京方面表示，只要杨虎城附蒋，
“部队番号、经费，中央当负责
解决。”

这再次说明，杨虎城依附蒋
介石，是为解决部队的生存和前
途问题。
“杨将军的这次大动作，也

是在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军
阀混战、维护国家统一的理
想。”有关学者还分析到，在当
时的形势下，只有蒋介石有力
量摧毁其他新军阀，只有依靠
蒋介石，杨虎城才能实现进军
陕西、经略西北、联合苏联、南

北团结的大西北主义的理想。
OPQ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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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底，在全国

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
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 8年
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
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
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
“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

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
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
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
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
抗日民间武装 “苏浙行动委
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
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

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
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
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

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
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
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
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

命为上海市市长。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

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
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像
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

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
语：“打倒社会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

表！”“打倒杜月笙！”惊惶
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
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
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
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

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
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
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
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
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
澍知道蒋介石 “对帮会的长
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

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
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

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杜月笙
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

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
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
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
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
扬长而去。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
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

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
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
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
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
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
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
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

“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
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
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
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杜月
笙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
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
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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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

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杜月笙一
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
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
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
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
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

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
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
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
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
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
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
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

先继任。
1946年 12月，上海市举

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
当选，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
发言，他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
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
因此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

另选贤能。180位议员以“杜
先生态度谦虚自抑，辞意坚决

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
民党推出的 CC派潘公展为
上海市议长。

1948年 8月开始，为挽
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
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
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

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
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立
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
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
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
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
厂股票 2800股，于是锒铛下

狱，登报示众。杜月笙在蒋经
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

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
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
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
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
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
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
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

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
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
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
可以派人担任向导！”杜月笙
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
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

的扬子建业公司！蒋介石闻知
“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

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
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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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

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
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上海滩另一“大亨”、辈
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
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
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
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

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
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
袱：1927年 4月 11日夜，他
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
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
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
大屠杀中，他部署众徒将 300

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
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
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
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
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
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
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

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
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
定远离政治漩涡，定居香港。

1949年 5月 1日，辞别
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
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
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

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
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
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
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
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
被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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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

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 18号，
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
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

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
有中医 4位、西医 3名，在香港
个个都有名望。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
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
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
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

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
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
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恶化，已

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
他的迷信也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程度。他年轻当小伙计时，一名
和尚为其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
在当时上海头面人物黄金荣之
上，后来他果然成为 “上海皇
帝”，因此他对相面算命之类深

信不疑，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
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
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
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
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
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
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

全部崩溃。
进入 1951年夏，杜月笙已

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
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
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
达 97名的 “大亨” 到底有多
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

报了数：11万美元。据其女杜
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
个太太拿 1万，长子拿 1万，
没出嫁的女儿拿 6千，出嫁的
拿 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
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
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

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

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
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
有实现。OPvwxyz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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