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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我对焦云龙先生敬佩到万分 
 

 李飞   西安市阎良区政协干部 
 

  焦云龙，山东省长山县丁家庄(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清泉村)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
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安康、临潼、富平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知州，潼关抚民厅同知等职，

被誉为清末陕西第一循吏。为官关中时，招徕山东移民来陕垦殖，促进了战乱饥馑之后关中文化

和经济的复苏，被尊为关中山东移民之父。 
  焦云龙任潼关抚民厅同知时，正值关中大旱，民不聊生。焦云龙报告上去，请求放赈，几次

都驳回来。他看到百姓渐渐撑持不住，就不顾一切地开仓放起赈来，他说丢官就丢官，被参就被

参，只要百姓都活着，自己什么都不怕。 
  冯玉祥将军是妇孺皆知的著名爱国将领，以清廉爱民广受百姓爱戴。他对清末陕西第一循吏、

关中山东移民之父焦云龙也万分敬佩，曾建议修缮潼关焦公祠、为焦云龙先生立碑。这段鲜为人

知的历史是我近日从焦氏族人推介的《冯玉祥自传 2：我的抗战生活》一书中才知道的。 
  焦云龙，字雨田，生于 1840年，山东省长山县丁家庄(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清泉村)人。同
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安康、临潼、富平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知
州，潼关抚民厅同知等职。所到之处，廉洁爱民，兴修书院，赈灾济民，缉匪治赌，被誉为清末

陕西第一循吏。为官关中时，招徕山东移民来陕垦殖，促进了战乱饥馑之后关中文化和经济的复

苏，被尊为关中山东移民之父。 
  1941年，冯玉祥将军游历成都，在灌县遇见著名教育家梁仲华，从梁先生处获知焦云龙的事
迹，感动不已。梁先生名耀祖，字仲华，河南人，早年和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山东邹平县搞过乡

村建设实验。因为邹平县与焦云龙的老家毗邻，他对焦云龙的事迹很熟悉。梁先生向冯将军讲述

了焦云龙清廉为民的感人故事，特别讲了焦云龙在潼关赈灾济民的事迹。他说，焦云龙任潼关抚

民厅同知时，正值关中大旱，民不聊生。焦云龙报告上去，请求放赈，几次都驳回来，说是还不

到时候。他看到百姓渐渐撑持不住，就不顾一切地开仓放起赈来，他说丢官就丢官，被参就被参，

只要百姓都活着，自己什么都不怕，命也不要了。他坐在仓门口，三升五升地眼瞅着放，救济那

些真正的穷苦人。这两个月的工夫，救活了许多百姓。1901年他得重病死了，由于他为官清廉，
竟然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当地群众感念他的恩德，给他盖了一个焦公祠。梁先生感叹地说：“这

样的不怕死而为百姓谋福利的官吏，民国以来有几个?不说太少，恐怕就没有。”的确是这样，在
我的眼里，焦云龙就是清朝末年的焦裕禄。他的儿子焦振沧到甘肃做官，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对

他说：“你只要有你父亲一半，你就是甘肃最好的官。”难怪当时称他为陕西第一循吏呢! 
  冯玉祥将军在自传里写道：“听了梁先生的这些话，我对于这位焦云龙先生真是佩服到万分!
焦先生的祠堂，真应当好好地保护，好好地修理，并且应当把这段事实写得清清楚楚，刻在碑上，

老百姓们好永远不忘他的大恩大德，文武官吏看了也可以作一面好镜子!” 
  今年 11 月 9 日，我专门组织西安市阎良区山东移民文化研究会部分会员及文史爱好者赴潼
关寻访拜祭焦云龙先生墓。在实际察看焦云龙墓故址后，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弘扬廉政文化，缅怀

焦公风范，建议在焦公墓地原址立碑纪念，以志不忘。为焦云龙立碑，这与利用历史上的廉政文

化推进廉政建设的要求也完全契合。今天追忆冯玉祥将军关于焦云龙评价的往事，更增强了我对

焦云龙立碑一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