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13位ISBN编号：9787506040280

10位ISBN编号：750604028X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聂茂，厉雷　著

页数：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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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

前言

　　时间是微妙的东西，历史是微妙的东西，人及其存在更是微妙的。
　　时间是河流，历史是沉淀，人或者被埋葬很快消逝，或者被塑造成雕像成为新的存在。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距离，身在其中，视角会被事件进行过程中的火焰灼伤；而距离太近，
则看不清楚，或者模糊、或者受到种种束缚，只能看到局部，或者看到一个轮廓。
　　这是必然，距离太近人们看待事物总会带上自我的情感色彩，于是看到的事件会形变。
　　因此，事件本身也需要沉淀，沉淀的过程就是事件成为历史的过程。
　　现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以及我们所认知的人。
　　真正的历史，它躺在时间的河流里，虽然它不能说话，虽然它说出的话不能被真实完全地懂得。
但历史的存在总是被有良知的见证者及其后代、包括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触摸，一次又一次地接近
真相的中心。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历史绕不过很多人，这些人中间肯定包括蒋介石和张学良，即便再过一个世
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是如此。
我们想，蒋介石是不会消逝的，就像张学良不会消逝一样，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会消逝一样，他们
都是历史永恒的坐标，大坐标，无论人们以后会怎样称呼与看待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绝对是历史中一个“非正常态存在”。
在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的孱弱中国，能从一个农村的顽童到统一中国、并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巨人，这
样的轨迹让人瞠目。
　　从前，他是“委员长”、“总统”、“委座”、“领袖”、“总司令”，在中国最混乱的时候，
他甚至兼任过一百多种职务。
　　后来，人们称他为“独裁者”、“大资本家”、“卖国贼”、“反动派”、“不抵抗者”、“失
败者”，等等。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毛泽东在评价自我时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历史中的分量，仅仅是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对手，作为毛泽东手下的失
败者，蒋介石就可以在长长的中国历史中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
更不说在毛泽东建立这个国家之前，他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有着种种阴暗面，甚至这个
核心是一颗肿瘤，给中国带来苦难。
　　但是，他维系中国运转了几十年，风云际会的几十年。
那么，他至少是一个巨人，功过是非与巨人没有冲突。
　　当我们谈论蒋介石的历史，卸下历史的蒋介石，卸下所有一切从前和后来的称谓与冠冕，他只是
蒋介石。
作为一个人，他有着人性中共同的劣根和优点，也有着他独特的劣根和优点。
　　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人的意志体系里去认识时，便没有了情感色彩，“无赖”、“小气”、“忧
郁”、“阴暗”、“多疑”、“巧舌如簧”、“霸道”、“有大略却无雄才”都可以成为他的性格特
征或文化暗语。
　　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近似无赖的、软弱的、势力的强权者，他之所以能走上顶点，完全是因为
那个时代特殊的中国国情。
他迎合了那个中国的体格，也走上那个中国的权力之路，也注定他会被代表更新趋向的毛泽东所打败
。
　　他成为历史，他也成为既定事实，我们能够做的是承认、接受、分析、思索，甚至咒骂与推崇这
个存在。
　　从历史人物角度分析，张学良也是一种“非正常存在”，但他与蒋介石的奇袭、神话般的“非正
常态存在”完全不同。
　　热忱、求新、善良、爱国、忠孝、明理、正义、温文尔雅，甚至有一丝软弱，有浓重的书生意气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国很多的热血青年都有这些特征，这一切，让他更像一个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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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的出身让他的这些“正常”变成“非正常”。
　　因为，他是张作霖的儿子！
　　民国贵公子！
东北皇太子！
少帅！
这都是民众自发地敬赠他的称号。
　　无论是人品还是长相，他都配得上这些称号。
　　他很幸运，因为长寿；　　他也不幸，也是因为长寿。
　　虽然，他活着进入21世纪，但是依旧显得很遥远，历史在他身上停留，所以造就两个张学良。
　　张学良自己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真是36岁。
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　　1921年，张学良2l岁，清王朝土崩瓦解，军阀割据混战，袁世凯偃旗息鼓，孙中山曲折救国。
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第一次直奉战争”。
　　1936年，张学良36岁，蒋介石独揽政权，国民党控制中国，毛泽东转战陕北，共产党夹缝求生，
日本肆无忌惮，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丧，国民奔走呐喊，学生渴望救国。
　　那一年，对于张学良是“西安事变”。
　　从21岁到36岁，15年的生命，这是历史的张学良。
　　之后，历史没有了他。
　　但是，张学良的历史却长久地影响着中国。
　　因为这种影响，他就像他的生命一样长久地存在着。
　　2001年当他去世时，他也跌入20世纪前半叶的记忆，变得更遥远，也更厚重。
他回到历史学上的张学良那里，他本应该就属于那里。
　　他是大军阀，但不是阎锡山之流；他跟随蒋介石，但不是走卒：他信任共产党，但不信仰共产主
义。
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信仰自己的人格体系。
　　他被人们称为“民族英雄”，这个称谓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
换句话说，“英雄”对已故的人来说，都毫无意义。
“张学良”，这三个字的本身，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意义。
　　当我们回顾蒋介石和张学良时，很容易发现两个人的历史是深刻地交织着的。
　　北伐战争、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他们是那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无疑，张学良成就了蒋介石，无论是蒋介石统一中国，还是推卸对日“不抵抗责任”，直到他成
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无论张学良是帮他，怨他，还是扣押他，他们共同制造了那个大历史。
　　同样也可以讲，是蒋介石成就了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最重要的价值和成就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蒋
介石这个中介体现出来。
　　他们的生命交织，然而交织并不代表融合，并且始终都不融合。
　　他们是两个分别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人格都足够强大，都不会向各自的人格低　　所以他们产生
对撞，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
　　想一想，没有张学良，蒋介石将会成为什么？
　　而没有蒋介石，张学良又会成为什么？
　　但至少，对于他们两人而言，没有彼此的存在，他们就会活得干脆，活得轻松，但也活得空洞和
寂寞。
　　张学良给蒋介石的那幅挽联写得很恰当：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他们的种种演绎成一场有关恩怨情仇的大戏，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大戏，大戏里一个中国跟着
起伏变幻。
　　当历史渐行渐远，一切偃旗息鼓。
张学良说，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个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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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委员长有大略无雄才。
　　他说，如果两个人合并将无敌于天下。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是尊敬的。
我们相信他说这些话的真诚，因为他是张学良。
而蒋介石并没有对张学良手软，他一手毁掉了张学良的后半生，仿佛历史的张学良是他制造的，于是
也应该由他毁灭，毁掉了张学良的同时也毁掉了他的中国梦，包括他自己。
临死前，他的脑海是否还会浮现出张学良那若隐若现的瘦长的身影？
　　今天，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纷争，尽可能地走近客观的历史中心，然后轻轻地敲击键盘。
我们描写的主体只有两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张学良。
　　或者说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蒋介石与张学良。
　　无数的人物、事件与整个历史将在这两个人身上浮现。
　　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那样漫长的岁月，把偌大的中国给扯痛了。
　　后记　　历史是无法被书写的，书写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被写的只是书写者认知的那其实
很少的一部分。
大量的未必书写的、或者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未必认可的历史(即谓“潜历史”)消失在泥泞的风中和时
间的碎片里。
　　当我们把历史的聚焦对准蒋介石和张学良时，我们唏吁再三，感叹良久。
　　这原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可历史偏
偏以悲剧的方式将这样两个人推到风口浪尖，让他们演绎那段历史以及各自灵魂深处中的苦痛。
　　不用说，张学良是热爱蒋介石的，这种热爱带着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君臣文化——的精神印痕
，这种热爱与普通人之间情感上的依恋和欣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被动的热爱。
　　那么，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尊敬的，这种尊敬缘于张学良的家庭背景、缘于张学良手中的权力、缘
于张学良拥有的能量、甚至缘于张学良的个人魅力，这种尊敬与普通人之间心灵的喜欢和敬畏是不一
样的一这是一种被动的尊敬。
　　当被动的热爱与被动的尊敬发生对撞的时候，那种微妙的关系就不由自主地彰显出来。
张学良热爱蒋介石，但仍然可以“囚禁”他一时；蒋介石尊敬张学良，但仍然可以“囚禁”他后半生
。
　　两人称兄道弟，两人又同床异梦；　　两人惺惺相惜，两人又各怀心思。
　　私下里，蒋介石可以容忍张学良的任性，但当这种任性成为公众视野里的一个事件，比如说西安
事变，蒋介石便不可原谅，也不宽恕。
因为，所谓兄弟，只限于私人空间，而在公众那里，他永远是“不可冒犯的王者”。
　　私下里，张学良也可以容忍蒋介石的专制，但当这种专制违背自己的理想、信仰时，比方说不抗
日、不联共等，张学良便不会同意，也不会低头，于是，便有了西安事变。
可是，在公众视野里，他依旧处处替“兄弟”着想，维护他的光辉形象。
即便蒋介石去世以后，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仍然三缄其口，闪烁其词。
说到底，这样的人，到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底线，都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
　　张学良把蒋介石给他的“罪”变成了“缘”，他认为自己本该处死，不死是因为两人的“兄弟情
缘”。
即便宋美龄奋力挺他、保护他，张学良仍旧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委员长”。
　　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还有一个更深的“缘”，那就是宋美龄。
这种“缘”常常被所谓的大历史或所谓的大时代所遮蔽。
　　没有这种“缘”，蒋介石不会是今天的蒋介石；　　没有这种“缘”，张学良也不会是今天的张
学良。
　　张学良如果有蒋介石那样的决心和胆量，宋美龄很可能成为他的“夫人”，如果这样，历史的走
向会如何，谁也无可未料。
　　宋美龄是爱蒋介石的，但那是一种政治的爱，一种既定事实的爱，一种妻子对于丈夫的所应有的
责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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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宋美龄更是爱张学良的，这种爱却是一种纯粹的爱，单纯的爱，透明的爱，甚至是羞涩的爱，
却显然是更真挚的爱、更持久的爱、更接近于普通人所谓的爱情的爱。
　　张学良没有让爱他的女人成为他的“夫人”，这是他的罪。
　　宋美龄没有让爱她的男人成为她的“丈夫”却不是罪，至多是无奈。
因为那里有一个蒋介石。
　　蒋介石在接过了与宋美龄婚姻的同时，也接过了这种“罪”。
可是，当他去世之后，他又将这份“罪”加倍地归还到宋美龄本人。
张学良与宋美龄都活过了一百年，却未必是他们的福气。
蒋介石走了，万事皆休。
有关这一段历史、这一些人，要说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无论是缘，无论是罪，我们写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我们所呈示也只能是一孔之见。
我们不作道德评判。
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尽可能公正地还原历史、彰显历史，虽然限于视界和学识，未必能做到
这一点，但我们敢说我们尽力了。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本书所写的对象一切了了，但有关这一段历史、有关这一些人的发掘、研究不仅
方兴未艾，而且越来越多的细节、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一点点地剥离出来，呈现在青天白云下，呈
现在阳光下。
我们深信，虽然时间会遮蔽历史，但时间同样会还历史以清白。
在该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阅读、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书报资料，让我们向这些资料的编辑者、撰写
者和出版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东方出版社领导对该选题的高度重视，感谢姚恋小姐、责任编辑严肃认真的
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此时，窗外白雪苍茫。
南方少见的大雪让我们碰上了。
但我们知道，埋在那厚厚的积雪之下的就是那披红挂绿的说不完、道不尽、爱不够的春天！
　　2007年11月29日初稿于长沙岳麓山下抱虚斋 2008年1月27日改定于长沙远大路润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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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由聂茂，厉雷所著。
《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恩怨情仇》讲述了：没有张学良，蒋介石将会成为什么？
没有蒋介石，张学良又会成为什么？
没有彼此的存在，他们会活得干脆，活得轻松，却也空洞、寂寞。
正因为有了彼此，历史才如此浓墨重彩；也正因为有了彼此，历史才多了分偶然与必然的交汇。
张学良说，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一个是委员长。
父亲有雄才无大略，委员长有大略无雄才。
无数的人物、事件与整个历史将在这两个人身上浮现。
两个不同凡响的人，在那样漫长的岁月，把偌大的中国给扯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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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5.替罪第六章浮沉1.&ldquo;末代皇帝&rdquo;的喧哗2.一个人的&ldquo;三角&rdquo;3.消失的张学
良4.归去来第七章转折1.一个问题2.?题的继续3.一个裁定4.一种信仰5.阴错阳差的会谈第八章兵
变1.&ldquo;劝谏&rdquo;2.兵谏3.冷战4.释谏第九章放逐1.高渐离之筑2.一个人的&ldquo;审判&rdquo;3.放
逐4.在历史的暗处行走第十章囚岛1.两种&ldquo;囚禁&rdquo;2.蒋介石之死第十一章尾声1.特殊的拍卖
会2.张学良的&ldquo;历史后事&rdquo;3.张学良的红色印象4.回不去的故园5.再见，少帅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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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果历史可以比作一个女人,那么按照蒋周泰原来的轨迹他似乎可以很快感受到她的气息,甚
至触摸到她的衣袖。
可惜,历史悄悄地转弯了。
蒋周泰认识和遇见历史的时间不得不向后推迟一段时间。
蒋肇聪死后,蒋周泰的学业并没有终止。
最初他掌握了四书,随后的几年他又掌握了五经、儒家经典、科举文化等。
于是“秀才——进士”这条中国文人所走的传统路线成了他将来的道路。
而在真正参加考试之前,一件事情?乎改变了他一生。
1901年,14岁的蒋周泰结婚了!也许是因为弟弟的夭折,也许是因为照顾这个没有男人的大家庭太累,王采
玉想找个女人来替她分担家庭的重量,照顾儿子,也尽快给蒋家添后,她决定给蒋周泰娶一个“童养媳”
。
那天,整个溪口小镇都热闹起来。
大红的花轿,喜庆的声乐班,喧闹的人群,轰鸣的鞭炮,还有浓浓的火药味。
王采玉满面红光地接受着来自乡邻亲友的祝贺,蒋周泰却在院子里与孩子们四处追逐,仿佛这场婚礼与
他无关。
花轿落地,新娘披着红盖头走出,人们四处寻找蒋周泰,最后找到他时,他的崭新的绸缎马褂已经被划破。
王采玉训斥他一顿,帮他整理好衣服,把他拉到新娘面前。
蒋周泰胆怯地拉着那个女人的手,当着满堂的宾客,拜天、拜地、拜高堂、拜祖宗、夫妻对拜。
王采玉坐在堂上,欣慰地看着儿子,满意地接过媳妇的敬酒。
随后,蒋周泰拉着新娘走向后堂。
王采玉开始忙着招呼客人,半天过去,她才得以清闲。
走到后堂,看见媳妇披着盖头,独坐空床,蒋周泰早已经不知?跑到什么地方玩耍去了。
王采玉走到媳妇身前,怜爱地帮她掀起盖头。
盖头下的姑娘虽然不算漂亮,但显得端庄贤淑,看见婆婆到来,她有些慌张和害羞。
姑娘叫毛福梅,奉化岩头村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年方十九。
王采玉看着媳妇,欣慰地笑了。
其实,让这个媳妇进门就代表她已经为蒋周泰盘算好了未来之路:或者让儿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或者让
儿子继承父业,做个商人,守着老婆,传宗接代。
出于这个原因,她自然希望媳妇可以是个贤良淑德的女人,好好照?儿子,像她一样做个好妻子。
毛福梅达到了王采玉的期望,在后来的确成为了一个好妻子、好女人。
但是,蒋周泰却背弃了母亲的遗愿,成为了蒋介石。
当他革大清王朝的命时,也注定他会革这场婚姻的命。
他与毛福梅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一个照顾他的女人,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毛福梅始终都履行着妻子的职业,照料蒋母,照料家业,毫无怨言。
即便后来蒋介石在日本、在上海寻花问柳,续弦纳妾,甚至和宋美龄成就“天作之合”,无法更改的是,她
是蒋周泰的妻子!就算蒋周泰成为蒋介石,也无法否认,这个女子是他的结发妻子。
因为她为蒋介石生了一个儿子,他唯一的亲子——蒋经国。
这也是这个本分忠厚的女人为蒋介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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