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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6月1日，东北沈阳，夏日如火。
110年前的这一天，张学良就诞生在距沈阳不远的辽西，诞生在战乱兵燹中驰行在坎坷乡路间的马车上
。
而今，这位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将领尽管早已故去多年，可仍然有人怀念他、纪念他。
当然，这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都能做到的，因此张学良就成了东北人心中的骄傲！
这一日，笔者应邀从北京前往沈阳，出席在辽宁大厦举行的“纪念张学良诞辰11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
会”。
在这里，我有幸见到了上世纪90年代首次走进张学良的生活禁区，第一个采访少帅的台湾资深学者郭
冠英先生。
郭冠英在与张学良谋面之前，始终认为幽禁在那座院落里的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反将”。
诚如郭冠英所言：“我小时候，就听人说竹东的深山中住着个叫张学良的人，小学课本中的大坏蛋，
他怎么还活着呢？
长大后，懂事了，知道历史不是那个样子的。
张学良成了龙，井上（指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引者注）成了神秘的地方，我常常幻想他是什么样
子。
”郭冠英又说：“对于我，不知道在人生的哪一点，或者因为懂事了，或者因为看多了坏书，对张先
生开始有份敬意。
后来甚至崇拜。
为什么会有这种有点难为情的罗曼蒂克？
自己也说不上来。
或许就像为什么张先生要如此走他的一生，也使多数人不能理解一样吧。
”听他讲了当年张氏尚未自由时期的许多趣事是与会者的幸事。
没有想到的是，郭冠英先生就因为他多年与张学良的往来，也因为他不断向世人披露其幽禁内幕而被
“台独人士”视若眼中钉，并被冠以种种罪名。
而今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多年在台湾新闻机构供职的“铁饭碗”。
用郭冠英自己的话说：“现在的张学良可供讲述的新话题已经不多了。
不过，还是有许多老问题没有真正地搞清楚。
比如说张学良去世以前对美国人的口述历史，其中一些问题迄今也仍然没有讲清楚。
”对此，我和一些海内外“张学家”们也颇有同感。
有些人甚至认为张学良将军虽然早已作古，然而围绕这位近代传奇人物的谜团时至今日仍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和破译。
也是在这次难得的聚会中，来自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社长周五一先生，向与会者通报了他们赴美洽
谈引进并出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部资料的经过。
自此可以确定一个事实，1991年起张学良在台湾北投寓所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漫长历史口述文
本，正在紧张地编辑和发排，估计明年即可在国内面世。
不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尽管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他一生的征战和曲折的幽禁，但据知情者说，张氏的
口述历史仍然存有诸多不如意。
从“九一八”至“西安事变”的漫长历史，尚有一些没有厘清的历史内幕。
这就构成了关于张学良本人身后的重重谜团。
而这些谜团的破译，仅仅依靠张氏生前的历史口述当然还远远不够。
记得台湾资深报界人士林博文说过这样的话：“少帅口述历史缺陷多，价值受损。
”林博文认为：“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四千八百多页的少帅口述历史。
光是口述历史的索引，即分制成五大册⋯⋯所涉人、事、物太过浩繁⋯⋯访问者虽在事前做了不少工
作，但在问话中，仍可明显看出访问者的近代史专业训练不足，与受访者的互动亦有问题，对许多史
事、人物的认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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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糟糕的是，其中从录音带转换成中文文字的工作者，造成了相当多的笔误，人名地名错误和字句
不清楚的情况，徒为少帅口述记录的成果，大打了折扣⋯⋯”当然，林博文先生也著文谈到张学良本
人在参与口述历史时的不足。
林这样说：“少帅本人的问题，少帅自1991年7月开始接受访谈时，已经高龄九十。
记忆力差了。
对他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已无法言及其详。
访问者多次念材料给少帅听，但少帅屡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答道：'记不得了'、'什么人说的？
'⋯⋯少帅答话的'跑野马'或语焉不详或答非所问，访问者常未加追问，请其厘清。
这些都涉及到少帅本人的体力、精神状态、临场情况，以及访问者的访问技巧、互动效应与感情关系
。
其实这也是一般口述历史的基本问题。
此外，少帅虽老，脾气仍旧倔强。
有时与访问者合作，如访问者问他有没有外人帮他计划（策划——引者注）'西安事变'，少帅答道：'
没有。
有也不可能告诉你！
'如访问者问少帅释放蒋介石是否毫无条件？
少帅答道：'那不是那么说。
现在很多人都问我，要知道西安事变怎么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
'少帅又说：'这件事我不讲，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
'⋯⋯”在谈到.“西安事交”时，林博文也有他独特的见解。
这位台湾记者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他说：“蒋介石认为'剿共'已至最后胜利阶段，而少帅却在关键时候发动兵变，帮了中共的大忙。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亦承认周恩来说他是共产党的'救命恩人'。
因此，蒋始终没有忘怀少帅的搅局。
事变二十二年后，亦即1958年11月23日，蒋、张在台湾桃园大溪晤面，尽管两人泪眼相对，蒋在临走
时还是忍不住对少帅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少帅在日记中写道：'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介石坚决相信，造成中共坐大的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但也有不少中外史学家质疑蒋介石的这种
观点。
⋯⋯”从林博文先生这些话中，聪明的读者也会发现历史事件尚有待进一步揭开所有谜底的意味！
自然，这也是此次沈阳研讨会上或会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事实上，有关张学良将军去世后的种种猜测与存疑，早在赴会之前的几年中，笔者已经注意到了。
无论是潜心研究多年张学良历史的学者，还是坊间热议张少帅的普通读者，他们感兴趣的往往都不是
张学良的正史，而是与其家事相关的传记和传闻。
关于这一点，用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日本女作家富永孝子的话说：“张学良始终具有诱人的传奇色彩。
特别是他身后的种种谜团更加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破解。
”富永孝子女士是张学良生前惟一受邀前往台北倾听张学良讲述历史的外国作家之一。
她通过她的随行译员对我这样说：“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张学良的一些谜团解开。
尤其是他作为中国东北军的著名战将，为什么生前会得到那么多中国女性的垂爱？
当年张将军在台湾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就亲口对我说过许多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很想写一写他和
女人。
这次我到中国来，有幸找到了您前几年出版的《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等书，这才为张学良那
次谈话找到了新的参考材料。
其中我特别喜欢你对张学良和六个女人关系的记述，完全是在史实基础上的记述，没有夸张，也没有
不切实际的想象。
比如×××和张学良的关系，如果一般人就会写成将军和妓女的关系，弄得不好，甚至还会丑化张学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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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笔下的×××高雅而风流，既痴情于少帅又有她独立的人格特性。
关于张和结发妻子于凤至的关系，写得尤其耐人寻味。
还有，他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关系，多年来海内外众说不一，不知他们之间是否有超越政治友人之外的
亲密关系？
”对于日本女作家富永孝子的种种疑问，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详细作答。
我只是对她在将来创作时使用笔者作品一事，表明了这样的意向：“我的作品虽然都经过对当事人或
知情人的多次采访，最后在慎重考证以后才动笔，但仍然难以彻底排除有与史实相左的成分，因为许
多知情人都已高龄，记忆难免有失真之处。
所以我建议你尽量参照张学良的口述资料为宜。
”尽管我对富永孝子的盛情给予婉谢，但我仍然希望她的大作早日面世。
这是因为我从富永孝子和其他与会学者身上，也同时看到了对上述几个悬疑问题的期待。
毋庸置疑，这些围绕张学良生前死后形成的历史悬疑，已经成为这位东北军将领身后的谜团。
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以《浅谈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的关系》为题作中心发言。
为什么要从张氏和蒋、宋的私人关系谈起呢？
坦率地说，这就是为试着解开读者近年来关注的敏感话题：张学良和宋美龄亲密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
事？
此前，已有一些读者给我来信，询问此事。
还有一些较熟悉的北京书商朋友，他们甚至情愿出高价要我写一部《张学良和宋美龄》。
但我在尚未基本掌握历史资料之前，是绝对不敢贸然动笔的。
张学良和宋美龄毕竟是逝去的近代历史人物，事关他们的盖棺性定评，显然不可当做野史来写。
而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虽然仍不敢称之为彻底洞悉史实，但终究已经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请教国内
外专家学者，搞清了与张、宋相关的大量资料，因此准备试着向破解这一历史谜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
所幸我的上述发言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台湾一位去美国亲阅张学良和宋美龄往来信件的学者发文称：“从哥大所珍藏的五百多封张学良的往
来信函，可以看出宋美龄最关心少帅，她的关心，也许是代蒋介石向少帅表达歉意。
少帅的'莽劲'换来的是半个世纪的幽居生活。
难怪宋美龄要向少帅释放出善意。
宋美龄对少帅的嘘寒问暖和长期馈赠，蒋介石应该是知道的。
蒋夫人于1953年4月自夏威夷带回四件夏威夷衬衫送给少帅，并告诉他如何穿这些花衬衫，'把衣尾放
在裤外，切勿放在裤内'。
蒋夫人打算送少帅一只小狗，以解除他山居生活的寂寞，少帅回信说：'PuP是我很喜欢的，可这里喂
养不太方便，夫人还是让它们在夫人那里享点福吧！
⋯⋯'”这位台湾学者的表述，虽然只是无意之笔，但却让人从中窥到了一种超出普通友人的关系。
更不要说像张学良当时那种艰难的处境和生活在优裕条件下的宋美龄了。
如果不是见到了这两位历史人物当年的通信，谁也不相信宋美龄在送给张学良四件衬衫以后，还会在
信中关照他如何穿，甚至把“衣尾放在裤外”这类细节也考虑到了，真是出人意料！
他们能有这样的通信，让今人不产生种种猜测和怀疑当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张学良和宋美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对此，本书自有进一步的解读。
从沈阳回到北京以后，因忙于为广西撰写一部长篇，故将本来早该动笔的《张学良身后谜团》进行认
真的梳理。
当然，张学良身后谜团种种，决非已经谈过的张与宋美龄关系。
仔细归纳，计有十大谜团。
它们是：张学良和于凤至为什么要离异？
张学良爱子在沈阳早夭是否被日本人加害？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是否和蒋介石的《铣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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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中央有过“密谋”？
张学良、于凤至、宋子文的身后遗文为何对“西安事变”互有歧见？
张学良为什么选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
张学良为什么把文物交给美国人保存？
张学良晚年不能回大陆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张学良的私人财产究竟有多少？
当然，如何撰写这部事关张学良身后事的作品并非易事。
它肯定比撰写一部张学良的传记要难得多。
首先必须要以大量史料作为抛砖引玉的先决条件。
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自2001年10月张学良在檀香山作古，张学良一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以来
，国内一度掀起的“张学良图书热”，也随着这位传奇人物的寿终正寝进入了沉寂的状态。
这是因为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出书量最多的历史人物，几十年来以他为题的纪实性作品，传记、影视
、小说、短文等等，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了。
正史和野史，几乎把张学良从出生到去世的国事家事，写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正因为众多书刊纷至沓来，所以如果有人再想以张学良为题撰稿或出版相关著作，显然比其他历史人
物的传记难上百倍。
也就是说，被别人写过的，你无法再重复去写。
而人云亦云的作品，出版社从发行等经济利益考虑，也不可能轻易出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再写张学良，除非你有天大的本事。
不然，人人笔下皆有的东西，你纵然再想标新立异亦决非易事。
因而，张学良身后之谜就成为当今较为有价值的书。
鉴此，其写作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再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如何让人们心中的少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人物？
这就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好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完成以后，比他先几年去世的妻子于凤至也留下了
口述回忆录。
“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蒋介石日记也应运面世，这所有一切，都为完整再现张学良的历史真相提供
了新的资源；而宋子文档案资料的解密，都为张学良逝世九年后再说往事提供了有力的书证。
作为张学良结发妻子于凤至的故乡人，三十年前就是我首先把这位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奇女子以史料
方式披露于世的，今天，她和张学良均已驾鹤西归，就让我从于凤至女士的婚姻问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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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学良身后十大谜团》一书，是作者根据其多年来对张学良生平史料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并结
合2010年6月在沈阳召开的《张学良诞辰110周年暨张学良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集中讨论的十几
个热点问题，在充分挖掘史实的基础上，写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本书计有十大谜团，它们是：张学良和于凤至为什么要离异？
张学良爱子在沈阳早夭是否被日本人加害？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是否和蒋介石的《铣电》有关？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中央有过“密谋”？
张学良、于凤至、宋子文的身后遗文为何对“西安事变”互有歧见？
张学良为什么选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
张学良为什么把文物交给美国人保存？
张学良晚年不能回大陆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张学良的私人财产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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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应泰，辽宁铁岭人，党员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5年来惯以纪实文学和纯文学两种方式驰骋文坛。
在以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近代历史人物作为系列写作主要内容之外，也涉猎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的当代热点作品。
曾经出版过《蒋氏五兄弟》（人民出版社）、《蒋介石家族三代死亡之谜》（华文出版社）、《张学
良随军夫人谷瑞玉》（中国文联出版社）、《赵四小姐》（团结出版社）、《宋美龄最后十年》（新
华出版社）等近代人物历史纪实文学。
在作家出版社曾出版《张学良遗稿》、《破译宋美龄长寿密码》、长篇小说《偏方》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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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离异之谜
　　一、张、于联姻
　　二、史实有时也有谬误
　　三、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录相互矛盾
　　.于凤至为何记混出生地？

　　.早婚过于“现代”
　　.不可能在吴家结婚
　　四、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离婚
　　.两种说法，各有来历
　　. 《自传 》是真？
是假？

　　.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关系究竟如何？

　　.张大千竟是离婚首倡者
　　.谁当“破婚”的罪人？

第二章
　少帅与日本人仇恨是否缘于爱子被杀之谜
　　一、张氏是因为日本天皇访华而放弃夙愿吗？

　　二、张学良是亲日派吗？

　　三、从仇日到抗日派代表人物
　　四、不仅有杀父之仇，亦有害子之恨
　　.张闾琪：张家四子女中的佼佼者
　　.惟独拒绝日医上门
　　.胸透时X光机突然爆炸
　　.张学良正告：多想想日本过去的错处
第三章
　少帅“九一八”丢东北与《 铣电 》有无关系之谜
　　一、与《 铣电 》相关的“假新闻”
　　二、《 铣电 》一度被人为夸大
　　三、张氏九十岁后始吐真言
第四章
　张学良与宋美龄亲密关系究竟什么性质之谜
　　一、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评蒋批蒋一针见血
　　二、幽禁时蒋、宋曾联名电贺张学良五秩寿庆
　　三、张、宋结识早于蒋介石
　　四、张氏幽禁井上温泉时，宋美龄曾有探视计划
　　五、宋子文与少帅的关系，亦可折射宋美龄为何善待张学良
　　.为张学良夫人治病，宋子文在美国四方奔走，求人解冻银行钱款可谓费尽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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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幽禁贵州宋子文探视未果，但不时资助衣物金钱，患难之中仍然情同骨肉
　　.阔别二十七载一朝在台湾重逢，最后的午宴又留下了难言的遗憾
　　六、张氏因宋美龄才对蒋介石口下留情
第五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密谋之谜
　　一、张少帅是否要求入党？

　　二、欲廓清谜团，必须厘清张学良和周恩来的关系
　　.肤施初会之前，张学良已久仰周恩来大名
　　.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公开肯定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
　　.张学良承认周恩来“人很聪明”，但对与蒋见面一事却谨言慎语
　　.张学良点评周恩来：他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一个好宰相！

　　三、 “事变”前双方确有联系，但决不是“城下之盟”
　　.肤施会谈后， 刘鼎最早发现张学良正在酝酿一个 “不小的计划”
　　.张学良主张“十一月”的“大活动”，让刘鼎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过“恋新又舍不得旧”的茫然徘徊
　　四、 “西安事变”主角为此谜定论
第六章
　张学良、于凤至、宋子文对“西安事变”为何有不同解读之谜
　　一、张学良和于凤至各自撰写回忆录的起因
　　二、 “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审判与武装羁押
　　三、对于幽禁困境，张学良和于凤至各有不同感受
　　四、于凤至笔下透露的内幕，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后的真实思想
　　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也各不相同
第七章
　张学良为何对美国人“口述历史”之谜
　　一、张最早看中唐德刚，并希望有一部中英双语的回忆录/
　　二、因赵四反对，唐德刚与口述历史失之交臂
　　三、韦慕庭是口述历史的发起人
　　四、当口述工作结束时，韦慕庭已告病危
　　五、口述历史公开后褒贬不一
第八章
　少帅死前为何将遗物存放国外之谜
　　一、离台后文物交索思比拍卖
　　二、韦慕庭早已注意张学良手稿
　　三、文物曾有交沈阳保管之可能
　　四、遗物无意传给子嗣
　　五、文物为何归于哥大？

　　六、 “毅荻书斋”如期开馆
第九章
　张学良晚年不能回国之谜
　　一、死后为何葬在夏威夷
　　二、邓颖超发出诚邀信函
　　三、疾病是阻碍少帅回家的原因吗
　　四、少帅究竟有无归乡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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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赵一荻的态度不可忽视
　　六、李登辉以“情”相胁断其后路
第十章
　张学良遗产之谜
　　一、乃父时代的产业
　　二、子承父业后不以权谋私
　　三、张少帅也有拮据的时候
　　四、张学良：“富贵如浮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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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笔者作为于凤至的乡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这一填补历史空白的工作。
曾经有多篇与此相关的文字面世，但是，现在觉得有重新再写此稿的动因，是因为笔者经长达数年的
调查与探讨并形成的诸多文字，在张学良和于凤至这两位当事人先后作古之后，分别有关于此事的不
同解释存世，所以，为澄清史实，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有必要重说这一话题。
在“文革”发生以前的若干年间，关于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事即便在于凤至女士的东北故乡，也没有
任何相关的文字传世，即便熟知她及家族的知情者，在政治运动迭起的政治环境中也大多对此事避而
不谈。
一直到“文革”后期的1972年由于笔者所从事的文史工作需要，极想将张、于联姻的轶事作为一个解
开历史谜团的选题进行研究，然而这时熟知此事的于凤至亲友大多已谢世。
这就给笔者摸清这段史实脉络的计划带来了可以想象的困难。
但是，笔者并没有见难却步，而是为了搞清张学良和于凤至当年在古镇郑家屯订婚与在奉天成婚的经
过，曾经无数次在于凤至的出生地——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于凤至父亲于文斗出生地山东
省海阳县、于凤至母亲于钱氏的出生地——吉林省伊通县满井乡、张学良的出生地辽宁省台安县桑林
子乡、沈阳市大帅府张氏纪念馆和辽宁省政协等地多方寻找知情者，进行不厌其烦的走访与考证。
其间于凤至和张学良在大陆的直系亲属大多已过世，有幸谋面并接受采访的有于凤至的侄儿于兆瀛（
当时在怀德县一家印刷厂工作，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时曾亲往沈阳参与公祭）、张学良在天津教书的八
弟张学诠（与张学良系同父异母，寿夫人之子），以及当时健在的张学良机要秘书刘鸣九先生（时任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以及辽宁省政协文史办主任、曾经亲往台湾和美国参访张学良的赵杰先生，等等
。
笔者为了搞清于凤至女士的真实出生年月，曾多次往返于吉林和辽宁之间，最后终于在大连档案馆查
到了于凤至确切的出生时间为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同时也证实了其出生地并非山东海阳故里司马庄
，亦非吉林伊通和辽源县郑家屯，而是怀德县南崴子乡的大泉眼村。
经过笔者长达两年时间在东三省与北京天津等地对知情人数次采访，终于在1979年写出《于凤至夫人
》一稿，应该说该文虽然只有几千字，然而消耗笔者精力的时间却是巨大的。
因而此文由北京团结出版社以《张学良往事和近事》为题出版后，一度转载的期刊如云而至，这是因
为此前有关张学良和于凤至女士结婚经过，在国内尚无人整理和研究，所以读者自然会有耳目一新的
错觉。
其实，即便这一历史经笔者费尽如此工夫加以调查与解疑，仍然难免与历史的真实有毫厘之谬，甚至
是以讹传讹。
二、史实有时也有谬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流传一时的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内幕，多来源于笔者的
如下史实考证。
其一，《于凤至的身世》（原载于团结出版社编辑、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
：“于凤至于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今南崴子乡）。
其父于文斗，经商出身，祖籍山东省海阳县司马庄。
清同治年间，因山东天灾迭至，民不聊生，乃携全家下关东，来到当时地处辽河西岸的商埠小镇郑家
屯（今属吉林省双辽市）落脚。
于文斗靠一挂破车起家，勤俭度日，到清光绪初年，已在郑家屯开设起一家小型商号，名日'丰聚长'
。
经营粮食、下杂货兼职丝房的买卖。
由于于文斗经营得法，生意日渐兴隆，铺子逐渐扩大门面，到了清光绪末年，'丰聚长'已成全镇最昌
盛的店铺，于文斗本人亦升任县商务会长，买卖暂由靳菊丰代为经营。
在'丰聚长'之外又开设一家'丰聚当'，从粮食生意扩展到经营当铺。
当时这一带土匪猖獗，为了避风险，于文斗特意将家室安置在邻县的农村——怀德大泉眼。
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性隋温柔娴淑，十来岁时，她由大泉眼来郑家屯学馆求学。
在延师读书期间，于凤至是同辈男女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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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熟稔《四书》、《五经》，就连《左传》和《论语》也过目成诵。
她不但才学聪敏，并且容貌端丽，是郑家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家闺秀。
”其二，《张、于两家联姻》（原载于吉林省政协编发的《吉林文史》）：“1908年，绿林出身的张
作霖被清朝招抚后，担任前路巡防营统领，被奉天总督徐世昌派驻郑家屯。
张作霖来郑后，将总部设在于文斗的商号'丰聚长'院内。
由于于文斗平生多次受土匪骚扰，加之他极善结交，故而欢迎张作霖在家里居住，日久天长，张作霖
和于文斗便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后来，张作霖因保奉天督军有功，因而发迹于沈阳。
他曾经回到郑家屯来找于文斗叙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在于家小客厅目睹于之长女凤至的风
采，心中不由暗暗称赞于凤至的美貌和娴淑风度。
又一次，于文斗请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刚刚卜算完毕，卦帖尚未收拾时，门外忽传'张统领到！
'于文斗便与张作霖促膝闲聊开来。
无意中，张作霖发现桌上于家诸子女的卦帖，便从中寻出于凤至的庚帖，只见上面有'凤命'二字。
张作霖对于文斗说：'我手下有个包瞎子，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样样精通，我能不能把它带回，请包
瞎子核对一下？
'于文斗当即应允。
张作霖回去后，认定张学良这'将门之子'和于凤至的'凤命干金'，乃是天设地造的良缘。
加之张作霖已见过于凤至本人，便决计张、于联姻。
委托'丰聚长'的掌柜张杏天代为作伐。
当时张学良正在奉天（沈阳）讲武堂就读，便遵从父帅之命，与于凤至女士缔结姻缘，等于凤至读完
私塾，于1914年在郑家屯订婚，当时张学良十三岁，于凤至十七岁。
两年后，十五岁的张学良与年长他四岁的于凤至完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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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学良身后十大谜团》：作品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根据海内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著、知情者
回忆、专家分析点评等史料，又加入了本人对以上十个问题的理解进行撰写。
作品结构严谨，风格独特，立意鲜明，它有利于国内读者对张学良将军曲折人生的进一步了解，同时
也便于国内研究者对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可称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作品，既适合普通读
者的阅读需求，也为国内张学良纪实性作品填补了新的空白。
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离异之谜少帅与日本人仇恨是否缘于爱子被杀之谜少帅“九一八”丢东北与《铣
电》有无关系之谜张学良与宋美龄亲密关系究竟什么性质之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
密谋之谜张学良、于凤至、宋子文对“西安事变”为何有不同解读之谜张学良为何对美国人“口述历
史”之谜少帅死前为何将遗物存放国外之谜张学良晚年不能回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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