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王张作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北王张作霖>>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3515

10位ISBN编号：7208093512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

作者：孙其明

页数：265

字数：28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王张作霖>>

前言

提起张作霖这个名字，凡是粗读过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会感到耳熟，也大体知道，他和袁世凯、段
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人一样，都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大军阀。
然而，张作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如何崛起的？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应当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专业研究人员外，一般人大概不甚了了。
笔者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向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介绍张作霖的一生，并加以评述，使广大读者能够了解
张作霖，并通过这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和经历了解当时的社会。
实际上，从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的首领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政界和学界便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和
评论了，但对他的看法很不一致。
张作霖死后，世人对他更是众说纷纭，或毁或誉，或褒或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不过，不管是毁者还是誉者，谁都不否认，张作霖这个曾对当时中国的政局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大
军阀，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张作霖出身贫苦，早年为生活所迫而人“绿林”，当了土匪、马贼。
他不甘“沉沦”，不断地寻找机会，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终当上了“东北王”、“满蒙王”；他从
小因家贫读书很少，但却极有心计和谋略。
晚年，他击败了其他军阀，一度登上了北洋政府的“元首”宝座；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谋取更高的
权位，他曾恬不知耻地投靠和求助于日本侵略者，因而被世人斥为日本的“傀儡”、“走狗”，但他
又不甘心完全受制于日本人，最后终于死在曾多次支持过他的日本人之手；在政治上他实行专制统治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有时也愿意听取部下的意见，尤其重视吸引和重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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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作霖，号称“东北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执掌东北多年的北洋奉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最后
一个掌权者。
    本书讲述了张作霖的传奇人生，贫苦出身的他早早外出闯荡，做买卖，当兽医，当兵；又组建起自
己的队伍，冒险拼杀，左右逢源，胆大心细，屡有不凡战果，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和军事才能。
辛亥革命后，这位“剿匪英雄”乘机扩展，成了东北举足轻重的力量，进而成为独霸一方的边疆大吏
、奉系首领。
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实行了专制统治；为扩大自己的实力，既投靠和求助于在东北的日本人，又不甘
心处处受制于人，并最终死干日本人之手。
本书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了他的为人机敏，长于计谋，重用人才，以及作战中的勇猛狡猾，吃苦
耐劳，身先士卒。
读者从本传记中，看到的不仅是张作霖的传奇故事，也更多地了解、认识了民国初期东北的这段风云
巨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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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其明，1945年2月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
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先后在安徽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任教，曾任南京师大历史系副主任，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
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等职，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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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皇姑屯的巨响第一章  弱冠前后　生于乱世的“张老疙瘩”　只读了半年私塾　高坎镇上的恩
恩怨怨　清军小戈什　被逼为匪第二章  绿林生涯　与众不同的“马贼”　“保险队”不保险　八角
台“让贤”　“双喜”临门　“我想升官发财”第三章  效命清廷　官运亨通的秘诀　在日、俄夹缝
中求生存　诱杀杜立三　追剿土匪，再立大功　不请自到的刽子手第四章  君临奉天　善变的“魔术
师”　巧逐段芝贵　两虎相争智者胜　“不能在马上治天下”　挨了日本人的炸弹第五章  称霸东北
　得“奉天”，望“吉黑”　“雨帅”舞剑，意在称王　白山黑水，终成一统　“有伸缩性的亲日论
者”　“说我要复辟，那全是报纸放屁”第六章  扩张受挫　劳而无功的“调停人”　在直皖相拼中
渔利　一场“征蒙”闹剧l　“武斗”前的“文仗”　在直奉初战中败北　“大帅的肩膀比我宽”第七
章  东山再起　“日以复仇为念”　广泛争取同盟者　“真是天助我也！
”　捧段、抑孙、排冯　“我不打人，绝没人敢打我”第八章  祸起萧墙　“第一反动军阀”　“郭
鬼子”的崛起　“就这样扔下走吗？
”　“及时雨”来自日本　别出心裁的“善后”第九章  穷途末路　以笔杆子倒戈　“反赤”，是条
死胡同　“安国军”不安国　过一过“元首”瘾　悬在头上的“满蒙悬案”　关东军“卸磨杀驴”结
束语：魂归驿马坊附录：参考书目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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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张作霖在八角台站住了脚，手下的人马得到了空前发展，周围的匪帮或被他击破，或臣服于他
，他俨然成了辽河一霸，不再像在中安堡时整日提心吊胆的了。
按说，张作霖能混到如此地步，应当感到心满意足了。
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张作霖也是如此。
他虽然不再担心其他匪帮的袭击，但对朝廷、官府仍然存有畏惧之心。
他很清楚，自己拉起来的这支队伍，不管是叫民团，还是叫保险队，说白了还是非法武装。
尽管朝廷、官府一时奈何不了他们，但在朝廷、官府的眼中，他和他的部众仍是胡匪、马贼。
一旦朝廷、官府有了力量，就要剿灭他们。
以他们手中的力量，虽可称雄于一时一地，但难以与官府对抗。
一旦失败，非但他现有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连身家性命也难保住。
张作霖开始考虑出路问题了。
在张作霖的身边也不乏明白人。
那些深受张作霖信任的文人智囊，尽管因社会混乱，为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支持张作霖和他的
保险队。
但他们心里同样清楚，这类不合法的半民半匪的武装，终究难为朝廷、官府所容。
他们常常劝告张作霖：应趁早拿主意，一旦有机会，就向朝廷、官府投诚，这才是长久之计。
从到八角台开始，张作霖就在这些文人智囊的影响下，注意安抚民心，不做过分害民之举，更不与官
府正面对抗，为自己日后留下一条退路。
张作霖曾多次对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亲信这样表明心迹：“在绿林中吃黑饭，绝不是我们的长
久之计，也不会有前途。
我看不如动点脑筋，找机会向官府投诚，弃暗投明。
”对他的想法，几个骨干自然深表赞成，一致说道：“只要‘当家的’打定主意，有好办法，我们无
不唯命是从。
”张作霖虽早有投诚清廷、官府之意，但清廷、官府对此事将持何种态度，他心中无数，他时常告诫
部下：“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
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败，而且要被绿林朋友耻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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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于1997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
在此前后，国内外已出版和发表过不少涉及张作霖其人的著作、文章，但因本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公允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描述，全面地恢复了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的历
史真面目，故而颇具特色，仍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述，一直受到“公式化
”的严重束缚，形成了许多不容突破的“框框”，诸如将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区分为“正面
”和“反面”，并由此而作出“全面肯定”或“一概否定”的评述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而且歪曲了历史，实际上制造了许多假的历史和假的历
史人物。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逐步得到了改变，上述“公式化”的各种框框很多已被冲破。
笔者撰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也是笔者为突破传统的非科学的思维模式所作的一
次尝试。
也许正因为本书尚有一定的价值，故在初版十二年之后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本书再版发行
，并嘱笔者予以修改、补充。
对此，笔者自然感到高兴，并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不仅重新审读了全书，而且参阅了十多年来学术
界所提供的若干新材料，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不过，由于时间仍然比较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盼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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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王张作霖》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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