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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既丽且崇，实号成都。
”(晋·左思)成都，这个多彩多姿的城市，地处天府之国四川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
是四川省的省会，也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历史
名城。
早在汉代，就是全国五大都市之一。
成都又是一座花城。
早在五代，《成都记》载：后蜀国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墙上广种芙蓉，每到深秋季节，芙蓉花盛开
，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成都故有“芙蓉城”称谓，简称“蓉城”。
在唐代，成都繁华，在全国数一数二，故有扬(州)一益(成都)二之说。
这里，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特别是蜀锦最为有名，蜀锦经流水清澈的锦江洗濯，流光溢彩，因而又
有“锦城”美称。
岁月沧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一场新旧交替，国共两党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争夺战，在这儿夜以继日、
惊心动魄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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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9月12月，从蒋介石退到成都，到由凤凰山机场落荒而逃。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这场原来共产党也预计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最后决战，就落下了帷幕。

　　机关算尽的蒋氏父子，无力回天；老谋深算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最终起义；“荡板忠臣
”王陵基，终为俘虏⋯⋯
　　个中的原委，个中的精彩，令人难以释卷。

　　作家的亲属在两个营垒中都有人参加，感同身受，作品也因此而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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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闻一，成都人，专业作家，中同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夜幕低垂》、《未遂政变》、《成都巷战》、《争霸四川》、《东
北帝国梦》等12部。
《最后的晚宴》获全国首届“大红鹰”杯征文赛中唯一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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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奉命进京述职，邓锡侯忐忑不安
◎第二章 为了装点门面，中将不惜扶乩行骗
◎第三章 成都，蒋介石心中起死复生的圣地
◎第四章 滑稽，打出门去靠烟杆
◎第五章 孤注一掷，川西决战在即
◎第六章 蒋经国上前线劳军鼓劲，无济于事
◎第七章 军校内突发枪声，让蒋介石悚然惊心
◎第八章 为稳定军心，蒋介石父子故意陶怡于青城山
◎第九章 炮打蒋介石，看来万无一失
◎第十章 金河边上，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第十一章 文雅的谈心与阴谋的暗杀
◎第十二章 古色古香的励志社里。
上演着闹剧丑剧
◎第十三章 借招兵，地下党将计就计
◎第十四章 远方来人，寻找“孙中山的手杖”
◎第十五章 对“多宝道人”、“水晶猴”是拉是打，蒋介石煞费苦心
◎第十六章 斗智斗勇，生死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的角逐
◎第十七章 金蝉脱壳，刘、邓、潘潜离成都
◎第十八章 滚过西南阴霾天空的一声春雷
◎第十九章 日暮途穷，杀戒大开
◎第二十章 大厦将倾，王陵基誓死不戴“红帽子”
◎第二十一章 波诡云谲，他毕竟是翻云覆雨的高手
◎第二十二章 故国西去，苍茫云海间
◎第二十三章 惶惶然，王陵基穷途末路
◎第二十四章 兵荒马乱中，梁玉楼魂离阿屋山
◎第二十五章 枪声，在清晨止息
◎第二十六章 冬已去，春回大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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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战局的每况愈下，蒋介石开始将他的军事、政治重心逐渐转向四川，妄图在“天府之国”四川进
行国共决战。
为此，他特别在重庆设立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用张群做这个公署的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
同时，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挂了个副长官的名。
行政院院长由阎锡山继任。
阎锡山上任伊始，首先想到他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结拜兄弟尹昌衡。
曾经在辛亥革命中计斩清末最后一个都督、有“四川屠户”之称的赵尔丰的尹昌衡，年仅27岁就当上
了四川省军政府都督，风云际会。
过后，因为西藏高层在英帝国的支持怂恿下叛乱，尹昌衡主动请缨平叛，连连告捷，这就触犯了英帝
国的利益。
而这时，从孙中山手上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想当皇帝。
想当皇帝就要得到列强如英、美、日这些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
袁世凯这就用计将他最不信任的三个都督哄骗进京软禁。
三个都督是四川的尹昌衡、云南的蔡锷、湖北的黎元洪。
在北京，半是出于性格，半是出于计谋，黎元洪假装老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骗过了袁世凯对他的
注意，以致以后当过几天短命的民国大总统。
蔡锷也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不过要高尹昌衡三期。
他二人性格有些相似，有风流倜傥的一面，另外也有向袁世凯示威的意思。
人们都知道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因为在小凤仙的帮助下，蔡锷潜回云南举起了反袁大旗，一时天下
闻名。
而同样在八大胡同与良玉楼喜结良缘的尹昌衡却没有那样幸运了，他被袁世凯以莫须有的罪名丢监。
虽然以后民国几度变换大王旗，但无论是段祺瑞执政，还是徐世昌等等，都不肯放尹昌衡回川。
因为他们知道四川特殊的重要性和尹昌衡在四川的声望。
放尹昌衡回川，犹如放虎归山。
最后还是在阎锡山的帮助下，尹昌衡才潜离京师回到了四川。
然而，当他千辛万苦回到四川后，他的后辈，已经执掌了川政的刘湘、但懋辛对他的回来却是心存顾
忌，逼他发表弃政的《归隐宣言》，不然就不准他回川。
万般无奈，他只好在报端发表了《归隐宣言》。
不久，孙中山因国事操劳过度，在北京溘然去世。
孙中山是尹昌衡心中唯一的一盏政治明灯。
明灯既已熄灭，就此以后他心灰意冷，在家隐居。
虽说是隐居，但他是成都极有影响的五老七贤的头，尚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为了维持门面，阎锡山准备请尹昌衡出山，担当一个相当的职务。
为此，他专门派中将参议侯亭松做他的特派代表，由南京去了成都。
成都忠烈祠街在20世纪20年代是条模范街，不宽的街面由斑驳的青石板铺就，街道两边大都是一楼一
底板壁粉墙黑瓦的茶馆、酒楼、旅舍和小商号一字铺开，鳞次栉比。
整条街道古色古香，这里那里点缀着花树柳荫。
微风过时，各色店招轻摇。
走进了这条街，好像走进了明清时代。
  长街中段的“尹府”极有气派，它占地18亩，高墙深院，青砖拱壁。
从两扇开着的红漆大门望去，四进的大院里古柏森森，亭台楼阁，花木扶苏，鱼池假山，极有沟壑，
俨然是清朝年间的一座王府。
府第门前挂有两个门牌号：76和78号。
这76号原是清廷湖北提督向荣在成都开设的当铺，辛亥年间，成都兵变时，当铺被烧坏了一些，一直
想卖而未卖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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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9年（1930）尹昌衡在阎锡山帮助下回家后，在成都执政的旧属刘成勋，将尹昌衡当川边经略使
时应得而未得的薪酬14万大洋全数补给了他，尹昌衡将这笔大钱全部交给了善于理家的老母安排。
精明的尹母趁机廉价买下隔壁向荣这幢深宅大院，与原先住的78号打通连为一气重新修过。
这样，占地18亩的尹宅立时生辉，雄踞模范街上。
加之当年尹昌衡率军西征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笔赐了他一块匾，这匾长2米、宽1米，匾上镌刻着
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庆洽椿萱”四个镏金大字。
匾的四周木框上镶以凸起的花草图案，这就让整个匾额显得十分富丽堂皇。
尹母让人挂在门楣当中，这就让没有去过北京、没有看到过京都王府显赫的读书人经过这里时，没来
由地想起《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76号和78号其实各有洞天，相互联结而又相互独立。
大院套小院，回环勾连。
这样一来，尹昌衡的夫人颜机，还有四个姨太太也就好安排了，她们各有一片天地。
大院中，尹昌衡亲自设计并辟出动物园、花园、湖泊等等。
湖很大，湖上有游船。
尹母在成都附近郊县又买了上万亩甲等好田，年年收租，生活够富裕了，然而被尊为老太夫人的尹母
，仍然保持了爱劳动的本色，她在园中专门辟有一块足有二亩地的菜园，亲自种菜，尹昌衡也不时下
地劳动。
尹昌衡毕竟是有全国声誉的人物，占地18亩的宅第落成后，省内外达客贵人、名流骚客纷纷给他赠送
礼物，恩师骆成骧赠送他的一副楹联是：李太白奇离千计，就掌取食。
陶渊明浊酒半壶，称心而言。
尹昌衡爱不释手，挂在他的堂屋里。
此外，还有徐炯送的楹联，很有趣，联日：“闭门种菜英雄老，与君论心松柏香。
”显得相当高雅。
颜楷、尹昌龄送的楹联也是佳作，还有好些海内外名人送的，比如：康有为、谭延闽、张謇、刘人熙
等。
他把这些裱好的楹联逐屋悬挂，便于随时观瞻吟哦。
尹昌衡不太喜欢画，因此，送画的很少。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残梦>>

后记

天府之国四川，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丰饶的物力人力资源，历史上就是成就霸业之地和反攻复国最
好基地。
比如三国时期的刘备蜀汉政权，比如抗战时期四川，其地位凸显。
同样，1949年冬天，一败再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退到四川，退到成都，企望如法炮制，在这里进
行国共决战，以求一逞。
当时，虽然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已是必然，但必然之中也有偶然。
如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成，那么蒋介石在四川的国共决战，还真不是那么好打的。
这，就连中共高层都估计，这场艰难的国共决战要打四年。
然而，顷刻问，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打得粉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得不仓皇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离
成都，去到台湾。
故国西去，苍茫云海间。
这之中，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要紧的一点是四川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将军在彭县隆兴寺举行的起义。
这个刘、邓、潘起义，顿时对蒋介石集团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让蒋介石集团猝不及防，惊呼逃命，
谈何决战。
之所以如此，细究起来，有解放军强大的外线压力，有中共地下组织漂亮的内线作战，有党的统一战
线的成功等。
这其中，毋庸置疑的是，还有一个蒋介石个人的性格缺陷。
在历史的关键时期，重要人物的性格往往对事业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是一个写作者。
而且本身，我对这方面的题材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时间虽不长、却最为惊
心动魄的斗争中，在国共两个阵营中，都有我的亲属参加。
庆幸的是，他们最后殊途同归，都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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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写作背景：1949年冬，一场惊心动魄的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争夺
战拉开了序幕。
同时，该战也成为了蒋氏父子在大陆凄凄惨惨的“谢幕”赛。
而作为该场战争的参战者的后人的《残梦: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作者，对掌握该历史具有了相对
的优势，他就是凭着这一独特的优势，写就了这部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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