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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场刺杀，北洋军阀时代的落幕    这本书是无心捅柳的成果，虽无心却也倾注了我很多的心力，也带
给我很多的体味和收获。
    季我努学社创作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付梓之后，受到
了市场的欢迎和读者的肯定，我的好友世知社1934工作室主任胡孝文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写作《卧底
》的姊妹篇，因此，就有了《刺客：解密“风声传奇”背后的刺杀故事》一书的问世。
    如果说《卧底》还没有完全地贯彻季我努学社“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内
的二战史研究作贡献”的宗旨的话，这一宗旨在《刺客》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在《刺客》一书中选取的刺杀大案，都是刺杀汉奸、日寇的，或者说是被日寇刺杀的中国政要事件
。
在《刺客》一书中，北洋军阀最后的三巨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刺杀故事，都是由我操刀完成
的。
由于本人写作喜欢搜集尽量多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越写越多。
单单这三个人的故事就可以构成一本书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本专门论述北洋政府最后的军阀巨头死
因的书。
    我之所以将这三位北洋巨头的撰写任务留给自己，是有原因的。
    一来是我对于近代军阀史比较酷爱，无论是像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进人第一梯队的大军阀，
还是像割据胶东的刘珍年、在河南内乡一带称王称霸的别廷芳等小军阀，都有一定的积累，史料上不
是太生疏。
    或许，以后我会专门写一本军阀列传，从掌握国家权柄或数省地盘的诸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
、张作霖、蒋中正、冯玉祥、李宗仁等头等军阀，写到诸如刘湘、杨森、李景林、张宗昌、陈树藩等
掌握一省，至多两省地盘的次等军阀，再写到李家钰、井岳秀、刘珍年、别廷芳等掌握一省部分地盘
，甚至只有几个县的小军阀。
    中国近代的军阀史，异彩纷呈，陈志让先生在《军绅政权》一书中，对他们的群像，曾有过粗线条
的勾勒。
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共性，比如都想争地盘、扩充部队以保留权位；也有很多的个性人物，比如为读
者熟知的姨太太成群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东陵大盗孙殿英等，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人物，或者这
些曾经主导过中国发展走向的群体的个性语言和传说不胜枚举。
    本书秉持的写作态度是“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希望能够写出这三位军阀巨头的血肉，
而不是仅仅给读者一个印象的骨架。
因此，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_一位末代北洋军阀巨头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也能够看到他们鲜
为人知的真性情的一面。
    二来，这三位在当权或是下野之后，都受到过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算是站稳了脚跟。
对于将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张作霖、誓死不出山充当日本人傀儡的吴佩孚的民族气节，我比较景
仰，在民族大义上面，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动摇。
而五省联帅孙传芳正是因为要躲避各种势力的政治纷扰，才潜心礼佛，希望在化外寻求心灵的安宁，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在内心放下屠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经过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确凿的他想
要充当汉奸的证据，我曾就孙传芳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近代军政人物的研究专家苏全有教授
，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在这里说的是总体，希望不要有读者与我来计较他们在细枝末节上所谓“亲日”的行径，出于生
存或者扩充实力的考虑，面对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声称随时愿意援助的“强援”，他们或许会做出一
些妥协。
在这一点上，可能吴佩孚做得更加无可挑剔，因为态度比较坚决，他号称自己是“三不将军”：毕生
不出国，不人租界，不借外债。
他虽然请日本军事顾问，却从来没有经由顾问这条线，而与日本侵略分子勾勾搭搭。
而说张作霖这个奉系军阀的首领不“亲日”，很多读者肯定要和我展开辩论，原因很简单——奉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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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就是依靠日本起家的。
这一点说得不错，也是事实，可是依靠日本起家，未必等同于愿意充当日本人的傀儡。
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壮大自己，再利用壮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人，这正是张作霖在奉系当家的年头里做
的事情。
很多读者认可东北大部沦陷后，坚持抗战的马占山将军是“民族英雄”，甚至捍卫他，绝没有因为他
曾经诈降日本人，骗取武器弹药之后，又反戈一击，而诟病他。
张作霖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和马占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张作霖在陈述自己对待日本的态度的时候，会有很多朴实的表达，这些表达
会让每一个国人热血沸腾。
正是因为张作霖不肯让渡国家利益，让日本人侵蚀中国主权的阴谋得逞，日本激进派势力才会在皇姑
屯布下死阵，夺去他的生命。
我想姑妄大胆地说一句，如果让张作霖活到1931年，也许日本人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少帅虽然在“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上堪称民族英雄，可是与他的父亲相比，在
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方面，他还差很多很多。
    孙传芳在名义上虽然从未做过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他不像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政府
的末代元首，也不像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成为事实上的直系的老大，他只当到“五省
联军总司令”，名义上还归吴佩孚和张作霖管过。
但是，事实上，他的五省联军体系已经是直系势力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部队实力之强大，足以与扯虎
皮当大旗的吴佩孚分庭抗礼，孙传芳也是有着问鼎中央政权的野心的。
由于北伐来得太快，他迅速失败，所有才没有过多地向中央政权伸出触角。
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芳跻身北洋军阀末代j巨头行列是理所应当的。
孙传芳和张作霖、吴佩孚不一样，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死于他在争霸过程中杀害的俘将施从滨
之女施剑翘的枪下。
因此，他的被刺案件充满着“孝女复仇”的传奇味道。
我只是依旧史料，还原他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至于他是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在《卧底》一书中，我搜集了大量关于李克农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对克公越来越崇敬，我
认为，克公就是情报战线上的周总理。
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研究康德的人，一辈子服膺康德的学说，一旦陷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我发现，我有同感。
我从来都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写作者，随着对张作霖、吴佩孚了解的深入，对于他
们对付日本人的手段，我是非常欣赏的。
张作霖出身胡匪，是一个老练的谋略家，而吴佩孚则有宁死不降的铮铮铁骨。
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么客观，因为只要是与日本侵略者对着干的团体和个人，只要他们在国家利益和民
族大义方面不丧失立场，在我心中总能获得比较好的评价，作为抗日英雄，我欣赏他们的硬气！
    在民国的乱世之中，能够作为顶级军阀在中国军界和政坛屹立不倒，是需要相当手腕和实力的。
在北洋最后的三雄中，张作霖是最具枭雄气质的人，在不失立场的前提下精于算计、毫不教条，随时
准备与异己势力妥协，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则显得文人气质十足，遵循他服
膺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儒家传统，宁折不弯，书生意气，显得略为刻板，他的这种刻板让他丢
掉了地盘，也让他被日本人暗害；而有“笑面虎”之称的孙传芳也许是北洋三雄中最为阴鸷的人，却
也不时袒露出真性情，在其洋洋得意之时，杀伐果断，不搞刘备那一套虚伪的纳降招数，可是暴发户
的心态，最后也要了他的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下英雄都不入曹孟德的法眼，枭雄曹操虽狡诈，却不虚伪，在我看
来，假仁假义的刘备根本称不上英雄，关羽才更具英雄气质。
    英雄也好，枭雄也罢！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决不可庸碌无为，狗苟蝇营，度过一生。
对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这三位北洋军阀末代的_一巨头，我也不想作过多的评价，还是留给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后的北洋三雄>>

者朋友去体味吧！
    康狄    2011年7月10日于北京呼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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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菱镜与万花筒。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呈现了一个多彩的北洋。
北洋军阀中，同样有铮铮男儿，同样有忧国汉子，同样有民族楷模，同样有高尚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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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狄，中国近现代史硕士，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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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郭松龄虽然靠近冯玉祥，冯玉祥当时是受到苏联影响的红色军阀
，可是郭松龄并不是亲苏的，这一点从郭松龄1925年11月30日发表的政见通电中可以看出来，他明确
提出因为东北“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人抱燎原之惧，家怀襄陵之忧”，他才举兵讨伐祸首张作霖，
从字面上分析，他是反对“赤化”的。
郭松龄在新民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也明确提出，要“节制资本，以消除赤化隐患”。
张作霖的用意就在于降低日本人帮助他保住自己地盘的重要性，将日本由外援，变成盟友，降低日本
援助的重要性，以此为不履行战争密约做铺垫。
④日本侵略头目们，见到这样一笔大钱，头脑发晕，两眼发直，简直可以用“垂涎三尺”来形容。
当时，日元很值钱，基本上跟美元差不多吧。
老张笑嘻嘻地跟各位“哥们”说，这钱是给哥们的辛苦费，郭松龄打我时，关东厅和关东军以及日本
军部和内阁的朋友们没有少帮忙，这些钱请兄弟们收下，千万不要客气。
俺老张可不是对不起朋友们的人。
日本侵略头子们客套了一下，一个个都收下了，还有人拍着胸脯保证，老张兄弟让他转交东京方面的
朋友的钱，他一分也不会“秘”了。
老张挨个送礼，快去快回。
侵略头子们把大钱揣进腰包，一个个和老张喝得满脸通红，好几个“老张的兄弟”都喝得钻进桌肚子
里去了。
趁着这帮家伙酒还没有醒，老张带着跟班火速离开。
回到奉天，张作霖对其左右说了他贿赂日本高官的用意：“日本人这次帮我⋯⋯应该有个报答，我张
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
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绝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
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
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托！
”④张作霖还对他的心腹说：“日本人没安好下水（心肠），全是骗人。
”关于商租权，他原以为“让日本人在那里租一点土地做买卖那有什么关系！
他妈的，谁想到那就是杂居权！
”关于间岛问题，他说：“吉林省延吉县一带居民都是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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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一直在路上    这是季我努学社的第4本书。
季我努学社自2009年出版《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译著)和《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
潜伏档案》以来，整个2010年都没有推出新书。
一方面原因，在于团队核心成员工作较忙，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有不少时间花在了团队的组织上面。
今年将陆续出版一系列书籍。
    2011年的7月3日，季我努学社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
会议上通过了季我努学社的章程和出版物试行草案，并确定了学社的口号(务实、团队、使命、荣誉)
、写作宗旨(揭露日本战争暴行，讴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以及写作态度(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我们还决定创办我们的电子刊物《铁流》，以刊登学社成员撰写和翻译的抗战方面的文章。
待时机成熟之时，季我努学社将通过开辟多个渠道与读者交流。
季我努学社主张低调做事，做实事，所以不希望有太多外在的事情来干扰我们。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是民间身份，但是都有着硕士以上的学历，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我们希望以后出版的书籍，能够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不仅可以成为学者案头的参考书，更能够成为
广大读者学习抗战知识的优先选择。
我们将专注于抗日战争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我们所撰写和翻译的历史，将更多的是军事史和战史
，而且更多的是史料层面的东西。
抗战史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过我们还将关注晚清至民国期间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抗美援朝
战争。
    中国的军事史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大陆地方的学者和专家写作军事史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军事常识
而使论著显得空洞笼统，充满教材式的语言，而大陆军队的专家和学者很少研究中共军队以外的战史
，地方和军队系统的专家和学者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很多。
而我们认为，某些作家是不适合写作军事史作品的，除非他是一个军迷，有一定的军事史知识，或者
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和采访。
作家因为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任意挥洒他们的想象，很多作品会让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哑
然失笑。
季我努学社的诸多成员都拥有写作或者翻译优秀军史作品的能力。
学社有不少成员出身于史学专业、军事专业、外语专业，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文字都
在30万字以上。
因此，我们希望用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的成果加强国内军事史的研究。
    季我努学社写作、翻译军事史有以下几个原则。
    季我努学社想写的是“平民史学”作品。
    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赞誉，就在于它是一部
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文笔优美、形象生动的伟大著作。
它是我们写作的样本，我们想呈现给读者的历史是像《史记》那样“有过程”的真实历史，而不是重
视所谓“作用”、“影响”、“意义”而将过程一笔带过的历史，更不是端着一副“学术”架子、晦
涩空洞、充斥着一般人看不懂的西方“新学术名词”的历史。
    我们希望写出来的是“列传”、“纪事本末”，还原人物和事件本身，让读者可以用心去体验，用
脑去思考，去感受人物的喜悦与彷徨，去检视事件的偶然与必然。
历史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绝不是只有“边角料”可供消遣。
历史追求的永远是过往的事实真相！
    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可以蓄胡明志，常香玉女士可以捐赠飞机，因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戏文的主旋律
，唱的是岳武穆的精忠报国。
抗战期间，屈身事敌的知名戏曲大师几乎没有。
戏曲就是他们的教科书，经他们的口，又去教化社会大众，让大众知道什么是“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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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历史绝不能成为历史学家“锁在阁楼上的小姐”，历史应该走进大街小巷，成为普通中国人
如何维护国格、培养人格的“宣传员”。
我们的历史书，应该让普通的中国人看得懂，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从这个角度，我们的口号是“平民史学”，而不是“平民文学”、“平民历史小说”。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历史写得鲜活生动，以加强传播的效果。
    我们要写的是抗日战争史。
    我们想纠正一些国人关于抗战史约定俗称的说法。
抗战史，应以战争史为主体。
从事战争史研究、写作的历史文学工作者，应该具备基本的军事常识。
关于抗战，国内有很多错误的说法，或者说片面的说法。
最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日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人将日军形容成“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还有一个说法，日本军队能以少胜多，一个联队(团)可以打中央军的一个师，而对付杂牌军的一个师
只要一个大队(营)就可以了。
我不是军事专家，只是一个对军事很感兴趣的军迷，在这里用点笔墨，把这两个问题讲一讲。
    先讲第一个，日军装备精良，到底怎么个精良法？
很多历史学家、作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主要还是对装备缺乏了解。
事实上，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还算得上是世界一流，日本陆军的装备水平，与西方国家比起来，连
个二流都算不上。
就是与国民党正规军比起来，日军的轻武器上也占不到上风。
日本军队普遍装备的轻武器，比如国人熟知的日本人的手枪“王八盒子”、步枪“三八大盖”、轻机
枪“歪把子”、重机枪“九二式”跟中国军队主要装备的“二十响”毛瑟手枪、“中正式”步枪、捷
克式轻机枪(zB26)、马克沁重机枪相比，基本上都占不到便宜。
“王八盒子”弹容量小，故障率高；“三八大盖”，口径小，杀伤力弱；“歪把子”的弹匣很怪，供
弹经常出问题，射击稳定性差；“九二式”采用风冷式结构，重量达到55_3公斤，是二战中最重的重
机枪。
日本人在重武器上，前期的确占有优势，主要是他们能够自己生产、补给。
抗战初期，国军装备的火炮，尤其是重炮，大都采自美、苏、德等国，性能比日本人的好，但是数量
少，弹药补给也成问题，所以发挥不出优势。
实际上，日本人在火力上的最大优势，还是来自于掷弹筒和迫击炮，这两种近战的火力支援兵器装备
的数量大，对于缺乏火炮支援的中国军队来说，是最致命的近战武器。
国民党空军也是与日本空军装备差距最小的兵种。
    很可惜，对于日本装备与中国军队装备的差异，很多国人并没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也许是对军
事常识和军事历史的不了解，笼统地概括为“日本装备先进，中国军队装备低劣”。
再多说一点，对于日本装备的认知错误，在我们的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很容易发现。
笔者曾在一部在央视一套热映的抗战大剧中发现很多明显的硬伤，日本军队统一装备着马克沁重机枪
。
一部香港的电影，日军竟然拥有一字排开的“伯福斯”山炮，这可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性武器”。
还有一部国产电视剧，将日本的“歪把子”机枪当成宝贝。
对于“歪把子”机枪这样的“故障王”，淮海战役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把它当宝，因为参加淮
海战役的国民党军队，诸多都是精锐，早就实现了全部美式装备。
它甚至不应该出现在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中。
军队用的东西讲究的是实用性，谁也不可能扛着花架子打仗、行军。
    说小鬼子可以以一当十的源头是吹嘘“皇军无敌”的日本人。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正规军溃退得太厉害，加上战法又比较死板，战线被突破，基本上败局就定了
。
面对一支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鬼子一个联队(团)当然可以打败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
这句牛皮话，很快就在中国战场破了，到了抗战后期，牛皮筒子到处都是窟窿，话甚至要倒过来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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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战场不说，中国远征军发动第二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自西往东打的中国驻印军两l一个师，把日本
的缅甸方面军(下辖好几个王牌师团)打得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有一支日本部队为了躲避中国军队
的追求，钻进了茫茫林海，打算等远征军过去了再出来，谁知道，竟然活活饿死，足足有五六千人。
中国驻印军打日本鬼子，那简直就是秋风扫落叶，日本的精锐师团就是纸糊的，别提多狼狈。
建议我们的文学家多写写中国远征军，冈为提气！
    国民党部队之所以会在抗战初期一溃千里，主要还是一个士气问题，不敢和日本人拼命、真干，或
者说，敢拼命的将领和部队太少。
日本人能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装备先进，而是训练有素，日本人的单兵素质，尤其是射击的精度，
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武士道精神和同乡观念，日本军队是很疯狂的。
在装备不够先进的中国军队面前，他们的疯狂，能够取胜，可是面对装备真正精良、并有着进取精神
的盟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的疯狂，只能是自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玉碎”，这种死亡冲锋
，往往是集体行为。
    战争是“铁血”的碰撞，是真实的战力的碰撞。
异想天开、夸大其词，甚至胡说八道，只会给战争史的研究制造麻烦。
战争遵循实力法则，脱离实际的鼓吹，对于国家、军队都是一种误导。
季我努学社的不少成员是具有军事学背景的，我们希望避免上述纯粹的臆想。
    我们要写的抗战史遵循统一史观的指导。
    抗战史的主流是全国各阶层团结在以国民党、共产党为首的统一战线之下，在盟国的支持之下，打
日本鬼子。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真实的抗战历史，不是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分裂的抗战史，而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的抗战史
。
    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为国做出过牺牲的武装力量，无论其归属、性质，只要站稳了民族
立场，都是可敬的抗日武装。
合作抗战是澎湃的波涛，偶尔的摩擦，只不过是波涛中的小小漩涡。
共御外侮的伟大合作，并不会因为兄弟间偶尔发生的“家务事”而改变性质。
    统一的抗战史观，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方法可以大行其道。
抗战史是复杂的，抗日统一战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大局的是非观，不能掩盖摩擦，更不能掩盖罪恶。
客观的历史态度，追求的是真实，要让一切是是非非、明明白白、真正切切。
另外，抗日统一战线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虽然可以贴上抗日的标签，但是也应该
正视它具体的行动。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就是斗争加妥协。
抗战史是明暗交替的抗战史，对抗主体、合作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纵横捭阖。
    有合作，也有摩擦，有轰轰烈烈的明里的战斗，也有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
一是一，二是二，褒扬，还是贬斥，都应该根据事实来说话。
    在此，我拿军统举例子。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抗战期间极为膨胀，它不仅在国民党的谍报领域独占鳌头，还通过插手警政
系统、在敌后战场建立“忠义救国军”等游击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支力量历来被誉为“反共的急先锋”，可是在抗战中，它也是制裁日寇、汉奸的先锋。
相比较于国民党其他的特务组织，比如军统的老对手中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等，惩治日寇、汉奸，
军统干得更加出色。
我们虽有几十人，但是水平有限，只能尽力去做，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是仅仅依靠努力就能够
做成的，一手材料的获得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必当尽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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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军统作为忠于蒋介石政权的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匕首”，它在抗战中也对中共，甚至某
些国民党将领犯下了血腥的暴行。
它与青洪帮势力勾结，甚至与日伪勾结，走私、贩毒，牟取暴利。
这些都是罪恶。
要给抗战时期的军统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得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考量。
从整体上而言，它是有功的，却也不能忽略它的罪恶。
    季我努学社是我发起、组织起来的，事实上，也是我的精神寄托。
季我努学社呱呱坠地，我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工具。
我是在“假公济私”，幸好，伙伴们与我志趣相投，有着共同的目标。
我们的理想，季我努学社的组织目标是重塑中国的抗战史。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2007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主流媒体工作。
现在我已届而立之年，越来越感觉到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在我的身边悄悄溜走。
刚毕业的时候，我感觉世界踏在我的脚下，而现在，我有着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
我的人生理想，并不是腰缠万贯，也不是大权在握，而是著作等身，我希望在白发苍苍的时候，还能
捧起几篇自己年轻时候写下的文章，告慰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是一个靠梦想生活的人”。
品达说，“我不希冀灵魂的永生，但求穷究现实的境界。
”我害怕自己事未成，而“华发”生。
    年近三十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心境日渐趋于平和。
我时常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死过一回的人，害怕什么。
2008年的春节，刚回北京，我就经历了连续5天的40度以上的高烧，高烧持续不退，只要点滴的针头一
拔，体温又上来了。
高烧没让我的大脑迷糊，到了第六天，我就上班去了，一投入到工作中，病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也不期望成名成家。
我的文字首要的是表达我的志愿，而非为名利。
我不想大富大贵，只要衣食无忧即可。
如有方寸之地，容我集中全力从事写作和翻译，而无需为别的事情分心，最好不过。
我只是一个写作和翻译历史的人，我从来不想成为一名作家。
这年头，作家这个称号早已走下圣坛，不甚值钱了。
我对于能写一笔好文章的人，仍然充满崇敬，不过，我不会用作家来称呼他们，我会用“文学家”来
尊称他们。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已经离开我4年了。
我对她怀着深深的歉疚。
祖母十分疼爱我，教我做人的道理。
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在上小学之前，我已经会加减乘除了。
因为比别的孩子早走一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这也养成了我争强好胜，说得更好听一点，就是不甘为下流的性格。
毕业前夕，我获得了一项无比荣耀的荣誉，在母校数万人中，只有十名学生可获此殊荣。
因为这项荣誉，正在送我祖母最后一程的我，匆匆赶回学校。
领奖时我追悔莫及。
不能与我最重视的人分享的荣誉和成就，与我来说又有何意义？
经过此事，很多事情，我都能看开。
    我的导师张连红教授一直教导我，很多事情要去做，把事情做好，先别想太多，等事情做好了，你
得到的东西会比你想要得到的多得多，不过做事情要专一，心无旁骛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我一直对导师心存愧疚。
    我找工作，也没有从事历史科研方面的工作，而是选择了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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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编辑、记者，我希望以我导师的好友戴袁之老师为榜样，用我的笔和镜头记录下当代发生的
历史。
其实，我还是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导师有两大优点让我获益良多，第一个是严谨的治学态
度，第二个是长袖善舞的处世本领。
我虽未将历史专业打造得登峰造极，但是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我还算是学到了。
导师的长袖善舞也给我很多启示，因为学了他这一点，我有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因为大家心齐，我
的胆壮！
    去年，苏全有教授到北京来，对我启示也很大，解决了心中的一个困惑。
他跟我说，他认识的一位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研究的课题是东汉的小麦亩产多少斤。
想来这位老教授的学术成果也不会太多。
苏教授著述颇丰，他至少每年都要出一本书，学术论文更别提了。
我们院里又有一位老教授，平时成果非常多，多到了别人说他不是“专家”。
2007年，这位老教授出版了一部巨著，从此再无人说他不是“专家”。
学术上一直讲究“厚积薄发”，所以“厚积后发”者往往遭人诟病，言下之意，发表的都不是“好东
西”，“没价值”。
由此，述而不作者反而可以自提身价，凭借“薄发”俨然以“专家”自居。
只要不是做“主编”，只要不是剽窃别人成果，“厚积厚发”者至少比述而不作者勤奋。
绝大多数情况，应该如此，不排除少数例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上天从来都是公平的。
多付出者，必然回报多。
别的不说，我在研究生阶段练出来的英语翻译能力就让我获益良多。
不谦虚地说，我在历史和军事领域的翻译水准绝不低于英语翻译专业出身的硕士。
因为爱好国际关系和英语翻译而锤炼出来的英语水平，不仅可以让我获得英语国家的资料，更可以让
我与英语国家的出版社和作者无障碍的交流。
我的第一本书的版权转让事宜，就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自己写作也好，翻译也好，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希望自己，也希望季我努学社能够多一些经世致用的文字，少制造一些文字垃圾。
很多人说，自己说自己好不行，还得别人说你好，你才好。
我只管写好、翻译好自己的文字，别人说我好，抑或是不好，我并不在意。
我只管本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埋头往前走。
就像许三多，拼死抱着自己怀里的稻草，直到它变成参天大树。
    感谢家人、师长、朋友对我的支持，愿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2011年7月24日    于北京呼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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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编辑推荐：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菱镜与
万花筒。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呈现了一个多彩的北洋。
1912年乃民国元年。
民国是一个军阀横行、金戈铁马，狼烟纷飞的年代，也是一个精英涌现、风气渐开的承前启后时期。
本丛书主要邀集一些民国史专家学者从自身的研究出发，选取民国时期一些有个性特点的民国人物来
写，主要以故事化的语言写他们的人物交往、性格特点等。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将讲述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位北洋军阀
鲜为人知的故事。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棱镜与万花筒。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
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呈现了一个多彩的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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