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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5日下午3时，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与
随同人员乘坐货轮抵达江津通泰门码头。3月5日到15
日，冯玉祥在江津广泛接触民众，接待各界人士，到机
关、学校、企业等开会，发表演说，宣传节约献金抗日。

15日晚，冯玉祥到达白沙镇后不顾舟车劳顿，次日
一早就深入到机关单位和老百姓家中座谈，议定19日在
长江西河坝举行白沙镇节约献金群众大会。

这天，冯玉祥很早就起床，洗漱、用餐后从住处沿着青
石板街面走到江边，这里就是白沙镇举办民众献金大会的
会场。各校学生、各路民众团体高举旗帜，在激越铿锵的鼓
乐声中兴高采烈地向这里集中。“为抗战——献金！”“为救
国——捐献！”“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等红红绿绿的大幅标语在和风丽日中飘扬。

学生下跪逼商人捐200万

当主持人宣布“白沙镇民众献金大会开幕”后，冯玉
祥将军作了简短的讲话。接着，民众抗日献金开始。学
校组的各校分别派出两名学生，抬着盛法币的大盘子依
次登上主席台，恭恭敬敬地呈给冯玉祥。冯将军笑容可
掬地站立在主席台中央，一边接过盘子，一边说：“谢谢，
谢谢！”一次次的献金，迎来一阵阵掌声。司仪站在台口，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清脆响亮的嗓音向人们报告：女
师院20万、女师附中12万、国立17中4万、大学先修班
64万、省立川东师范30万、省立重庆女师16万、县立白沙
女中15万、私立聚奎中学30万、私立新本女中65万……

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先修班同学以竞赛的口
吻提出：增加10万，夺取学校组第一名。接着，女师附中
齐呼：我们增加11万；聚奎中学师生也高声说：我们增加
11万；国立17中表示：全体师生免食一天，将餐费献给
国家抗日。最后，司仪高声宣布：学校组献金总数近300
万。接下来是妇女组、士绅组、机关法团组、银行组、工
厂组、商会组……依次上台献金。

“商会组60万——”司仪话音刚落，会场里突然有
人高呼：“少了，少了，太少了!”霎时，从会场的四方八面
传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商会组——增加！商会组
——增加！商会组——增加！”商会组缄默不语。这
时，有学生提议：每校派出五名代表，到主席台前跪求
商界增加献金。于是，各校推选的代表迈步到主席台
前，整整齐齐地向商会组跪下。商会组答应“增加10
万”，但大家仍不满意，台下一齐呼喊：“200万！200
万！200万！”商会组的代表又默不作声了。突然，一个
学生代表跃上主席台后大声疾呼：“同学们，为了抗日
救国，我们在场的全体学生，向商会下跪，恳求他们为
抗战捐献，为拯救我们的祖国献金！商界同胞，伯伯叔
叔阿姨们，我们跪下求你们了！”话声落地，一群学生齐
崭崭跪下。

面对一群跪下的学生，很多人鼻孔一酸，眼眶里流
淌出滚烫的泪水。冯玉祥走下主席台，边拭泪边对大家
说：“你们的热诚，你们的忠心，哪怕铁打的心，钢铸的
心，石做的心，都会感动的……”

一个学生代表坚定地说：“商会不加钱，我们不起
来！”学生们的呼声，在白沙镇上空震荡，在长江畔回
响。见此僵局，冯玉祥站在台前，无限感慨地讲道：“出
钱的多少，是和知识的多少有关的……我们爱国救国，
要本着各自的良心！”看着黑压压的一大片跪着的学生，
商会代表大步走向冯玉祥，表示愿意献金200万。司仪
高声宣布：商会组献金200万。学生们这才站立起来。

乞丐捐10元，将军举起他

接下来是自由献金。街上洗衣老婆婆们组成一支自
由献金队，依次上台，献出她们为人洗衣积存下来的钱：1
元、2元、5元……14人刚好凑满100元。一个衣衫褴
褛、又瘦又脏的乞丐儿，跑上主席台献出他当天讨来
的5元钱。人力车夫、搬运工、小商贩、抗战伤病员都
来献金……张张纸币、个个铜板、块块手表、件件衣
服、双双皮鞋……捐到主席台上，学生们再没有钱捐
了，就脱下罩衣、大衣、毛衣……有的男学生只剩下衬
衣。有个矮个子女学生，把脚上的皮鞋献出，光着脚
丫，先修班的哥哥姐姐把她举起来，全场一阵高呼。

大会从早上一直开到下午3点。目睹学生和民
众慷慨解囊、踊跃献金的义举，冯玉祥连忙叫主持人
宣布散会：“不得不散了。不散，献出衣服、鞋子的学
生们会着凉生病的。”

次日天还没亮，冯玉祥又乘船风尘仆仆赶回江
津，他要在县城参加这里的献金大会。白沙镇献金
的情景又在此重现，工商界、银行界、军界、学界、妇
女界和当地士绅纷纷解囊，你捐一千，我捐一万，互
相竞争。最感人的是一个不满10岁的乞丐跪到台
上请冯玉祥收下他乞讨来的10元钱。冯玉祥含着
热泪把它高高举起，大声宣布：“这10元钱胜过富翁
们的几百万元。”

江津累计献金1600万元，金银手饰若干。冯
玉祥在《最爱国的镇市——白沙》一文中，称这次献
金大会是“令人永远不能忘却的伟大盛会”。

冯玉祥还在《给爱国朋友的第七封信》中写道：
“江津在爱国救国上，过去出兵出钱出粮出力不落
人后，这次献金抗日，不仅不落人后而且超居人
前，打破了以往各县节约献金的一切纪录，超过了
成都市。只要全国民众均如江津捐献之热烈，胜
利马上即可到来……”

冯玉祥只读过一年零八个月的私塾，11
岁当兵。他爱写诗，称自己写的诗为“丘八
诗”。照他的说法：我是一个武棒棒，是个大
兵，将这个“兵”字上下拆开，就分成“丘”和

“八”两个字，所以我写的诗就是“丘八诗”，就
是大兵所作的诗。

冯玉祥的“丘八诗”针砭时弊，爱憎分明，
切中要害，通俗自然，雅俗兼备，真实易懂，不
拘格调。全是有感而发、质朴如话之句，是亦
诗亦史的口语诗体。周恩来称冯玉祥为“丘八
诗人”，“丘八诗始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
怒骂，都成文章”，郭沫若也题诗赞扬冯玉祥

“丘八诗章石点头，气塞苍溟歌益壮”，茅盾则
说冯玉祥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冯玉祥
在文艺界还有一定的地位，他以“丘八诗人”的
身份，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

“文协总会”理事。
冯玉祥一生共创作了1400多首诗歌。从

1938年冯玉祥来到重庆到1946年他离开，这八
年间，正是冯玉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段，他的大
多数诗歌都是这期间创作的。

冯玉祥来江津开展“节约献金抗日”21天，写
诗多达42首，平均每天创作2首。

这虽有他长期积累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
是令他异常振奋的江津人、江津事撞击开了他的
创作灵感。白沙献金大会后，“晚十时上床，无论
如何睡不着，起来写了五首丘八诗”——

第一首：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
家，不作亡国奴。

第二首：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财富千千
万，敌来化浮云。

第三首：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土；不畏饥与
寒，雪耻最为主。

第四首：青年血泪哭，赤诚复国土；流血作警
钟，同胞齐御侮。

第五首：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各地皆如
是，一定能救国。

参观黑石山，看到了“白屋诗人”吴芳吉的墓
园。冯玉祥早年在解西安之围时就了解吴芳吉，
对其诗才和人品非常赞赏，称其“好汉”，于是挥
笔写了一首《黑石山》。诗曰——

白沙镇，黑石山。吴芳吉，有坟院。
吴先生，是铁汉。认真理，能苦干。
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被围八个月，那是在西安。
有米送给人，自己饿死亦安然。
志士仁人心，既是英雄又好汉。
我走到坟前，诚恳来祭奠。
好朋友，未相见，彼此永远记心间。

谁想到，今天经过黑石山，
男女学校二大片，永远桃李无边缘。
冯玉祥一到江津就深入到学校、商

店、工厂、教堂、乡村、社团等，走进寻常
百姓家，宣传抗日救国。他走到哪写到
哪，见到啥就写啥，怎样想就怎样写，犹

如踏歌而行。就连他见到县长肖振宇（肖
烈）的夫人郑玉冰一身戎装、干练能干，也写

了一首《郑玉冰》，称其“肖夫人很健壮，声音很
嘹亮”“一身新军装，好像花木兰”……

冯玉祥还写了许多在节约献金中涌现出的
典型人物：《于翔女士》《肖县长》《凌先生》《甘
江》《郑玉清》《号兵李泽金》《李治帮》《老太婆》
《四位先生》等。这些诗，情感真挚，用词朴实，
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喜怒哀乐均成诗，并迅速
流传到民间。

3月24日，也就是在冯玉祥离开江津的头一
天，江津“武昌艺专”校长唐业精、教授唐一禾乘

“民惠轮”去陪都重庆参加全国美术会议，途中发
生沉船事故，唐氏兄弟双双遇难。噩耗传来，冯
玉祥无限伤感，写下《武昌艺专》《民惠轮》两诗深
情悼念这两位爱国美术家和教育家。

冯玉祥作为一个战火纷飞年代的高级将领，
这42首诗歌，首首挺，诗诗新，可谓新意迭起，意
景万千。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即兴写诗留下纪录
平均每天创作两首二

江津黑石山，冯玉祥石刻诗。

募捐与写诗
冯玉祥在江津
创抗战纪录

□庞国翔

1944年 3月 24日，国民
政府陪都重庆的《大公报》发表
了资深记者于淼采写的一篇通

讯，通栏的大标题赫然醒目——我们都
跪下了！副标题是“白沙镇献金大会
记”。

这篇1500多字的通讯，将倾囊支持
抗日的江津民众在“布衣将军”冯玉祥组
织的献金大会上的动人场面描写得淋漓
尽致。接着该报又发表“赞扬江津人”的
文章，歌颂江津人民热忱爱国的义举。
两篇文章在全国上下引起轰动，江津成
为各地学习的榜样。

在江津的21天里，冯玉祥将军创下
了“两个第一”：一是募捐1600万元；二
是21天写“丘八诗”42首。

冯玉祥在节约献金抗日集
会上演讲

1944年3月，冯玉祥（前右二）与夫人李德全（前
右三）在白沙镇。

募捐献金创下纪录
白沙是最爱国镇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