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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不但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重大历史
事件的亲历者。
1936年12月12日，他与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发动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西安事变，由此达成了国共两党
合作抗日的局面。
张杨二位将军，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但是，对于这样两位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大陆
，对他们的研究，因为涉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禁忌；对于一些与他们相关
的历史史实，尤其是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历史史实，也往往无法秉笔直书。
即使当年这场事变的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也因为有当时的背景，而往往有所遮掩，或者将有些
重要的历史情节和人物活动予以割爱。
而在台湾，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当年的壮举，一直是被作为犯上作乱来看待
的。
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相当禁忌的话题。
从有关材料中我们得知，在张学良长期被幽禁于台湾的岁月中，他的日常起居，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
，同时，有关对他的报道，也一直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媒体所禁忌的话题。
国民党当局力求逐渐抹掉这一段历史，即使作为学术研究，也没有公开的可能。
在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被妖魔化的对象。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控制，都不利于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客
观、深入的探究，因此，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研究，应该说，截至上个世纪80年代，在台
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而对大陆来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委员会的主持，张学良将军的亲
朋故旧很早就开始了对西安事变以及对张学良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资料的搜集整理。
应当说，这种对史料的抢救，的确是高瞻远瞩，泽被后世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关于张学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此期间，海峡两岸都把张学良的研究纳入到正常的学术轨道。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深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被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研究序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安事变，自然也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焦点。
由此，对张学良的研究就更深入一些。
不过，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张学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
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由于官方档案材料一直没有解密，学者在进行深入研究时，仍然
有很多迷雾有待于澄清。
上个世纪末，张学良重获自由，解除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后，他移居美国。
国际、国内的学者对他的行踪都相当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关他本身的历史经历的关
注。
在档案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张学良本人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
而且，他本身所珍藏的材料，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但是，对于张学良本人来说，虽然人身获得了自由，而精神上仍然是不自由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他一起亲身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还没有谢世。
即便有些人已经谢世，其子女或仍然担任重要职务，或还在政治圈内活动。
所以，张学良仍然不大畅谈自己的经历。
1990年，他首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因为是“第一次开口说话”，所以，其谈话内容迅速传遍
了世界，也为国际、国内众多学者所瞩目。
此后，有诸多学者涌起了采访张学良以保存口述资料的念头。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较早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并没有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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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张学良的因素，也有唐先生的因素。
新世纪初，在有关人士的牵线搭桥下，一向以口述历史成就卓著著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
心，终于说服张学良，开始系统地访谈并整理他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承诺，将个人资料，包括日记、书信、研究历史的心得以及与有关人士的往来信
件，等等，悉数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保存，图书馆对张学良的资料做了复制、
整理、分类与编目工作，并定名为“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
“张学良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口述历史、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艺术品、印刷品(
出版品、剪报)等。
虽然张学良确定，这批资料在2002年才能公布于世，但是，对他进行访谈的张之宇、张之丙等人，捷
足先登，已先期利用部分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来说，无疑对这批资料的期望值会更高。
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按照与张学良的约定，及时开放了这批资料，国内有学者前往查
阅。
翻阅这些资料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往张学良研究中的许多谜团，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中一些至今令人迷惑的问题，或可有所破解。
本书即是对这些资料的价值、意义所在的集中研究与阐释。
应当说，在张学良的研究过程中，还是有诸多的不如意。
比如，对于张学良资料中所提到一些涉及档案材料的历史事件，因条件所限，我们还不能广泛地查阅
。
这样，就少了一个相互印证的环节。
所以，有些印证，只能是根据已有的材料或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完成，这就不免会产生诸多遗憾。
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是离不开丰富的、真实的史料。
但是，不能因为相关档案资料缺失的限制，历史学者就停滞不前。
对张学良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因此，只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本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漏，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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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学良史事笺证》是一本囊括张学良一生风云际会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揭示中国现代历史真
谛的动人故事，这是一部赞美东方“哈姆雷特”的英雄史诗，这是一曲道不尽的感人悲歌⋯⋯　　这
本传记文学运用客观、公正、生动的笔触，陪伴您去游览百年的历史长廊，全面地去认识这位百年少
帅——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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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次奉直战争，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没打成功。
山海关是我们的正面，是我的第三军团的正面，事实第一军团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
第三军团我是军团长，郭松龄是副军团长。
实际上，在前线指挥的，一个是韩麟春，一个是郭松龄。
在后头，我就跟姜登选组织司令部，当年就叫一三联军，我等于是总司令，姜登选等于我的副司令。
山海关是我们第三军团的主攻目标，我们死了很多人⋯⋯攻坚的时候，我有一个团哪，差不多整个全
完了。
然而，由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团却把九门口那儿打开了⋯⋯那么，我们就要增援韩麟春、姜登选。
现在把郭松龄的军队调过去，帮助继续打九门口，郭松龄他心里就有点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这方面
打开，现在就是帮着人家去打呀。
我们是第三军团，一个军团三个师了，那时候叫三个旅。
那是早晨，直系军队在高山上都看见我们的军队了，从九门口进去，摆开往里走，搁山路往里加军队
，增援来了呀。
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里面进。
那么，郭松龄的心里可能就有点不愿意，山海关没打下来，嫌丢脸了。
到那儿去他们就闹意见，进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为一件小事，郭松龄就火了，跟姜登选闹意见，他不打了。
他把军队从前线带回来了，都调回来了，夜间哪，说起这段啊，我差不多又掉眼泪了。
我在后方军团部，他们打来个电话，说郭军团长把军队都带回去了。
啊？
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赶快跟郭松龄通电话，我骂他两句。
我说，你干什么？
你怎么地？
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来啦？
为什么？
他咔嚓把电话撂下了，他不说了。
我说这事儿糟了。
韩麟春就讽刺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郭松龄惯的！
姜登选说，得了，你别再对着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别管他了。
我说我赶快就去。
那么我就去找郭松龄，晚上黑，痛苦哇，不容易。
山路，我骑着马，差不多夜间跑了90里，我要找这个郭松龄，找他的军队。
路上就碰见我的军队都回来了，我问他们，怎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
他们说，是郭军团长下的命令。
于是，我就给他们下命令，原地停止。
原地就都停下来了，我说，郭军团长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在前边呢，他好像出来了。
找到郭松龄，费了很大劲。
郭松龄在一个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儿睡觉呢！
天要亮还没亮呢，他在那睡着了。
他一看我来了，很惊讶。
我说，茂宸，起来，起来。
我找来，他感到很奇怪。
那个小店房有个后院，我就拿上板凳说，咱俩到后头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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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茂宸，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是我的老师，你的岁数比我大，我这套都是你教给我的，我说你
要干这件事情，我是你的学生，我也是你的后辈，比你年轻。
我后来说，我说可是你忘掉了，今天这个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长官
。
现在就咱们两人，我来见你，我身上什么都没带，而你手上有枪，你现在要干这个事情，要想把军队
带走，那你应该先把我打死。
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
我打死，要么你听我命令。
你自个儿选择！
后来，郭松龄就哭了，就好像说。
我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打开。
我现在跟着人家，帮着人家去忙。
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又这样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说，我很难过，给你丢脸哪。
我说，你不要那么讲，给我丢什么脸？
他说，我现在只求一死。
我说，你不要说这话。
他哭。
我说，你何必掉眼泪呢？
他说，我现在呀，我不去帮(人家打)，我求一死，我愿意自己死。
我说，那好，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好办哪；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把山海关打开，你现在又决心一死
，那你上战场上去死，你拼命往里打，那你不是又给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吗？
要死，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他点头说，好！
那时，天也亮了，我说，我一宿没吃饭，你也没吃饭，喝点稀饭回去。
这样，他人也好了，回心转意了，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白天郭松龄就带着三旅人，从这九门口进去了。
后来我们打胜了，人家直隶军说了我们才知道，那山上敌军都看见了：唉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
军队？
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
怎么来那么多的军队来夹击九门口来啦？
敌人哪儿知道，郭又把军队给带回来了！
就好像作假一样！
把那敌人吓坏了，说这家伙他们来了多少人哪？
其实都郭松龄一个人干的事，他老人家是没管旁的，先声夺人，就拼命打进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
岛⋯⋯整个把山海关包围了，所有的火车都给切断了，火车都出轨了，哎呀，后来我到山海关看，张
作相捂着我眼睛，说你别看。
唉呀，军人到那个程度上！
张学良口述回忆中认为，郭松龄是因为没有打下山海关，失去了面子而厌战。
对照前述郭的罢兵停战的建议可以看出，郭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而已，是为其一。
其二，从张学良描述的郭参战后的结局来看，郭的确是作战的高手。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乘胜向关内扩张。
所到之处，不仅疯狂地镇压人们的反帝爱国运动，而且到处非法抽捐筹饷，侵扰民众。
奉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
因此，1925年的下半年，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
面对这种局面，加之张学良所言的“权力分配不公平”的原因，郭松龄心情郁闷，决心借赴日本参观
秋操之机，以研究日本军事为名，暂时隐居日本，隔岸观火。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史事笺证>>

1925年10月6日，郭松龄来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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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生长在辽宁的我来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是伴随我成长的影像。
作为一代枭雄的张作霖，几代人的口口相传，使他亦真亦幻，基本上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民间话语文本
：民间文学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文化素质的滋养，是后天所难以弥补的——这大概是在辽宁这块土
地上现今涌现出诸多张氏父子研究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则离我们更近一些。
年少得意的少帅张学良，与中国的历史相伴随，几乎每一次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大事
件，都有他的身影：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等等，在教科书中都是浓墨重彩的
章节。
张学良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对于我的吸引力，都像一个侦探在发案现场对谜底的渴求。
所以，在参加工作以后，不管是做什么，我都没有放弃对张氏父子事迹的关注；有关张氏父子的书籍
都想方设法找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览为快。
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会和成长时期的兴趣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由基层调入沈阳市文化局机关工作。
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国外对张学良的研究的信息，不时传到辽宁；台湾及国际上对张学
良的重视，也敦促着我们改变“文革”期间对张氏父子的看法。
上述当年我对形势变化的感受，使我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历史兴趣就更加浓厚了。
这不仅是出于宣传本职工作的要求，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的正常心态。
那时，张氏帅府还被其他文化单位占有，我时常到这里转一转。
此后，随着党和政府的重视，张氏帅府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但建筑物修缮一新，而且经过
二十年来的发展与建设，这里已逐渐成为国内研究张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基地。
这里所藏的历史资料，对于满足一个像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的兴趣，已经绰绰有余了——我在这里获
得了大量的知识。
也许是机缘巧合，2004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张氏帅府博物馆竟然成为我的工作单位。
这让我感到很兴奋。
这原因有两条：第一，承接着以往对张氏父子研究的兴趣，我对这里的工作不陌生；第二，我已到了
“知天命”的年龄，属于古人所说的“余勇可贾”的年龄段，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专心
致志地作自己喜爱的工作，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事。
与20世纪末相比，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对张学良的关注程度更加密集。
原因大概有四条：第一、张学良晚年定居美国后，频繁地与媒体接触，他也随之成为媒体密集关注的
对象；第二，就学术界来说，张学良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在每个历史关头的作为，都是学者探究
的话题；第三，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也逐渐搭建起一个无障碍的平台，两
岸的资料得以共享；第四，张学良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所有资料，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热
点。
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对张学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张氏帅府博物馆来说，适应上述国际国内对张学良研究的新形势，使博物馆成为海内外学界研究
张氏父子的中心之一的条件也逐渐形成了——致力于以张氏帅府的载体优势，使这里成为张学良研究
的独一无二的资料中心，就成为我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了。
要想使张氏帅府博物馆成为海内外的研究中心之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馆藏资料更加
丰富；第二，必须有一支研究队伍。
因此，上任以后．除了馆里的正常工作之外，我特别重视张学良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
在主持成立了张学良研究中心后，全国各地20多位张学良研究的学者成为这里的特聘研究员。
他们的学术成就，带动了馆里的学术研究风气，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以往对张氏父子的兴趣被
勾起来，且更加浓厚。
因此，在业余时间里，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并陆续地写出了一些研究文章。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资料开放，这是研究张学良重要的材料，馆里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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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折，张氏帅府博物馆得以入藏毅荻书斋的部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得到这部分资料后，我在业余时间多次披览后发现，这批资料价值非常大，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和西
安事变这两个关乎张学良重要生命历程的问题上，可以对现有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佐证。
因此，我边阅读边做笔记，时间长了，积累也多了，就萌发了写本小书的念头，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完
成了这部作品。
在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之前，我仅仅是一个张氏父子历史的爱好者。
从一个爱好者逐渐进入到研究者的行列，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
在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自己始终惴惴不安，很担心贻笑方家。
因此，在读资料的过程中，每有所得，总是向馆里所聘请的特约研究员们请教。
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吉林社会科学院的毕万闻研究员、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胡玉海教授、温州大学人文
学院王海晨教授等人，都是本馆的特聘研究员，他们都曾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学界一些专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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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生在一个怎样不凡的家庭，他的父亲对他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他风流倜傥，重兵在握，但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幽幽半个世纪的囚禁中，他又与真爱携手经历了哪些艰难坎坷？
英雄柔情，侠肝义胆，生离死别⋯⋯说不完的动人故事，道不尽的生死情愫，张学良的一生演绎了怎
样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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