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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悼张淮南先生    周恩来    淮南先生逝世将三个月了。
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
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
侮。
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
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
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
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
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
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
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淮南先生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
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日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
这种动定成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
综合先生生平，蒋委员长挽之为“赴义至勇，秉节有方”，可谓深知其人。
在我印象中的张淮南先生，尚可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两语，以为之赞。
    五年来，我与友党人士相识，无虑数百，唯因工作关系，始终安危与共的淮南先生实为其最。
今逢开会追悼之日，怆痛之情，不能自抑我对于往事的回忆。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
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
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
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
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
不可解决。
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
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
先生这种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精神，直贯注到他临终前致某先生书及和我的谈话中，犹殷殷以两党团
结为念，可见他在一开始奔走团结时所表现出的忠诚，并非偶然了。
    其后，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
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七七”变作，“八一三”继之，先生不仅忙于团结，且复奔走坛坫，未几，即出国赴苏，完成树立
强援使命，而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
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
迨先生归来，虽一再图谋挽救，终因事态已成，难于根本改变，居常引为憾事。
然亦正因先生归，武汉之局，得以开展。
于此，亦可见先生一身关系之重，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
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
    由武汉而重庆，淮南先生更是辛劳备至，一方面既忙于国际团结，另一方面又忙于国内团结。
其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已转移其眼光对内，而先生独持正义，力主以团结御侮为尚。
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
不幸，抵延后，我因折臂出国就医，不与先生共安危者几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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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赖先生斡旋其间，得使局势未臻恶化，而我则养伤国外，真觉愧对先生。
    去岁夏初来渝，复与淮南先生往还，而团结之局，亦日入险境，但先生努力不稍懈。
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
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
六月苏德战争起，方冀先生不得施展于国内者，将偿志于国际之活动，不意竟先一日而病例。
病榻相慰，初尚以纳粹第五纵队作祟戏语先生，孰料一病缠绵，竟致不起。
数次视先生病，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犹殷殷嘱我与某先生保持联络。
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
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
    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继任巨艰，赓续前功，应早在国民
党贤明当局的选择之中了。
可是，淮南先生已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已不负于蒋委员长特达之知，即在吾党，亦深痛丧此良朋
，何况国民党失此忠贞，其损失何可计算？
！
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尽多英才，尤多关心团结致力御侮之人，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
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
望的了。
    目前形势正如吾党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
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
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而民族领袖蒋委员长更号召全世界反侵略各国联合奋斗，团结制敌。
在这种国际团结的任务面前，我们国内团结，如不加紧，如再恶化，不仅无以兴奋世界反侵略各国的
联合奋斗，抑且无以对前方将士被难同胞的流血牺牲，更无以继淮南先生五年来奔走团结戮力御侮的
遗志。
果如此，追悼又有何用？
    但是，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
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
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我们追悼淮南先生，我们便应踏着淮南先生的道路前进。
淮南先生的道路，就是团结的道路！
    张淮南先生精神不死！
    国际与国内团结万岁！
    (原载1941年1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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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冲传》张冲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
他早年加入国民党，游学苏联，因党务活动被苏联逮捕。
获释后任“中统”要职，参与过著名的顾顺章案、牛兰案、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手炮制了让
周恩来一生蒙冤的“伍豪事件”。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密使，他为中苏谈判、国共谈判呕心沥血，成为周恩来的挚友良朋，为促进国共合
作联合抗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
他还是民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拓者，推动了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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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雨农，1946年2月生，浙江平湖人。
1964年9月至1970年3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
毕业后当过建筑工人。
1974年12月进光明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编委。
1993年5月调任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1995年9月任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1999年11月任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12月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总编辑；2005年3月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91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9年10月退休。
现为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学会会长。
著有《知音曲——马雨农新闻通讯选》《论说札记——马雨农新闻文论选》《林巧稚传》（合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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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和变革时期。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种新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
对俄国革命的关注，激发众多国人考察俄国和学习俄语的兴趣。
一批寻求救国之路的有志青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受到振奋和鼓舞，决心以俄为师。
1921年7月，他们中的13位代表，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集聚到上海、嘉兴，在一艘小小的游船上，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许多国民党人，也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孙中山早"已在观察和研究俄国的革命道路，决定派人赴俄留学，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在廖仲恺家
里为革命党人上俄语课。
"蒋介石原来羡慕欧美，1919年夏天，"曾有过‘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国，游历世
界’的想法，不过，很快他就决定游历俄国，为此下功夫学习俄文。
"1921年元旦之日，"蒋介石预定当年应做之事4项，其巾第一项即是‘学俄语，想到俄国去视察一回，
实在做一些事业。
’" 学习俄语，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
张冲先期报考圣约翰大学，原本也是想由此了解欧美，走向世界。
他最终进了北京交通大学，学上了俄语，究竟纯系经济原因而偶然巧合，还是也有个人选择的因素，
现在无从考察。
但他自学习俄语以后，钟情有加，对俄国研究的兴致也日见增长，此后一生便与对苏关系结下了不解
之缘。
只是他当时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专业特长，会使他与蒋介石有缘相随。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革命历经挫折后，一直在努力与苏俄联系，寻求支持。
1923年8月16日至12月15日，蒋介石受命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有了一次历时四月的访苏之
旅。
此后不久，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成功实行改组，同时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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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传记从开始酝酿，到付梓出版，有四年时间了。
但此刻把它呈献给读者，心中仍感忐忑不安，总觉得时间还嫌不够，作品尚不成熟，担心还有差错。
    对传主张冲，原本并不熟悉。
为他立传，事出偶然，但也有一点因缘。
    张冲先生的女儿张雪梅女士和女婿邱清华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
我们同住在杭州，常有往来。
2008年春天，在一次闲谈中说到了张冲。
其时，二老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一再惋惜他英年早逝。
当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如果有条件，可以收集点资料，写点东西。
但老人却很认真地对我寄予了厚望，并逐渐具体成了写一本传记。
受他们的委托，我深感责任不轻，特别是事后不久，雪梅女士不幸病逝。
邱老也年逾九旬，体弱多病，长住在医院，更觉得压力沉重。
    一旦真正着手写张冲的传记，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
有关张冲的史料实在稀少，搜集起来极为困难，几乎需要沙里淘金般地去寻找。
而且，有些文章所述内容常有矛盾，也有一些似是而非，需要查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文献记载，搞清
来龙去脉，予以确认、鉴别。
不少事例，犹如文物考古一般，需要对搜寻到一些片断，作查证、比对、拼接。
工作量之大，出乎意料。
这可能也与张冲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有关。
我只能尽力而为，多下功夫，力求丰富和准确。
    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尽可能地收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熟悉抗战前后的历史背
景，梳理张冲一生的历程。
两年多后，有所收获，有所积累，但仍觉得还不充分。
本想再多花几年时间，深入挖掘，但邱老期待的目光，不容我慢行久拖，只得尽力加快节奏，以不负
他和其他家属的期盼。
好在2010年8月，我完全卸任公职，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可以开始潜心写作。
    由于这个题材基本上是自找的，没有什么任务观念。
虽受家属之托，但他们都十分豁达，一再表示，除了尽可能地提供资料之外，写成什么样都不予干涉
，作什么评价都悉听作者自便。
所以，写作的心态比较宽松，只求文责自负，对历史负责，对良知负责。
    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曾说：“历史研究，贵在求真。
”他还认为，应该采取摆客观事实的纪实性写法来写传记。
本书的写作，就是想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一点尝试。
为此，写作中引用的文献材料比较多，写得犹如学术考据的风格。
有时为了说明一段真实的历史，甚至把一些引证辨析的过程，也写入了书中。
这是特定条件下，鉴于特定人物的一种选择。
张冲本人留下的史料既少，有些记载和说法又多有矛盾，需要作些论证。
而且，张冲所经历的，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所交往的，又是蒋介石、周恩来等重要历史人物，
所以在叙述其生平时，作者常常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
只能力求比较全面地搜寻与传主有关的文献史料，客观地展现他的人生历程；力求多引用当事人的第
一手材料，或者权威论著的文献，尽可能地再现一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样做法，也符合作者的职业习惯。
此书的写作，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而不是文学的笔法。
所写的内容，力求做到有事实依据，有来源出处。
不捕风捉影，不随意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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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细节的陈述，也有据可循。
但这只是愿望而已，限于水平等原因，离此要求肯定还有不小差距。
效果如何，尚待检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在写作中发现，以往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张冲寻找伍豪的启事、张冲
随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会谈等，与事实似大有出入，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做
法，各说各的；但由于这些事件与传主关系甚大，而流传的说法已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实在很难避
开，不得不作了正面的质疑和商榷。
作者愿以一家之言通过争鸣和辨析，探明真相。
相信读者定能作出明断。
    本书的遗憾很多。
由于收集史料困难，书中还留有一些疑点和空白。
本想去台湾访问，查阅国民党保存的档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成行。
查阅大陆保存的档案，也非易事。
即便是一些已知的线索，由于条件限制，终也未能如愿查得。
因此，有关传主的一些经历，笔者在没有掌握准确史料之前，只能暂留空白、暂时存疑或暂且不写。
作者对历史研究纯属外行，书中所述的历史问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限于时间仍嫌仓促，成稿后未能多加推敲，差错之处诚望读者朋友，特别是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希望有机会再版时改正、完善。
    在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帮助，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邱清华先生自始至终一直关心我的工作。
尽管病养在医院，他仍不时来电垂问进展。
我去看望他时，常予指教和鼓励。
他在病床上仔细审看了初稿。
邱老的公子、张冲的外孙邱夷平先生通过他的朋友、学生从台湾帮我收集到张冲的一些珍贵资料。
夷平师效张冲的风范，富有爱国热情。
他和夫人林旭赴美国深造，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学业有成，但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
效祖国。
他们分别受聘担任上海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中科院上海营养研究所所长助理，都是一个行业的专
家。
邱老的女婿曲宝库先生，帮我收集资料等，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
    张冲的孙子张良若、张骞兮、张俭若，接受作者的采访，提供了张冲遗存的信函复印件，以及其父
张炎所撰《张淮南先生行年小谱》手稿复印件等宝贵资料。
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作出了贡献。
他们自幼随父母生活在新疆，历经坎坷，后来陆续回到故乡温州定居。
张氏兄弟，继承了张冲慷慨助人的家风。
张俭若先生帮助作者联系访问乐清，张良若先生亲自陪同作者寻访故居旧地。
在乐清，得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陈绍鲁、市档案局局长吴金汉先生的大力帮助，查阅资料，拍摄到了
张冲的遗信手稿。
2011年11月下旬，本书初稿写成后，张氏兄弟专程到杭州审看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琯头，张冲的外甥孙郑振晓先生陪同我再访故里、墓地，并实地考察了中雁荡山的环境。
    尤其要感谢的是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他的指教和帮助，使我获益甚多。
在初稿开始写作时，杨先生的几部大作一直是我主要的参考书。
他对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和国民党联共与反共经历的权威论著，是我熟悉这段历史背景的引路指南。
一些与张冲有关的内容，还多有引用。
2011年初，因有些问题不解，我冒昧写信向杨先生求教。
杨先生发来邮件，诚恳地解答我的问题，并慷慨赐予我多件有关张冲的资料，帮了我的大忙。
如蒋介石与张冲来往电文中几次出现的“前途”一词，就是请教杨先生才搞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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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是史学大家，尽管教学著述极为繁忙，但仍拨冗给以指点，使作者深受教益，深为感动。
    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受到热心朋友的帮助，深感友情的珍贵。
在北京，我的学长、《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帮我联络咨询事宜。
北京交通大学校史馆张其坤馆长接受采访，赠送了校史出版物。
在温州，市记协孙宏杰主席和周潮忠副秘书长陪同我访问了温州中学，并到温州市图书馆查阅、拍摄
资料；《温州都市报》薛元总编辑委派记者黄小玲陪同我访问了乐清、琯头。
在乐清，还承张炳勋先生介绍情况，惠赠大作。
在上海，市记协贾树枚主席陪同我访问了上海文史馆，并在吴孟庆馆长陪同下采访了曾在蒋介石侍从
室任职的张令澳先生。
我的大学同学丁广烈先生则安排我采访了98岁高龄的“二流堂主”唐瑜先生，介绍有关潘汉年的情况
。
在南京，江苏省记协周世康主席帮我联络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朋友；南京市文化局离休干部陈智女士，
给我介绍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情况，并惠赠她的大作《农人之春逸史》；南京图书馆夏彪先生，不仅提
供我借阅、拍摄的方便，还有心为我收集资料。
在哈尔滨，哈工大校史室陶丹梅老师，为我提供了校史资料；黑龙江省记协崔尊秘书长，陪同我访问
哈尔滨日报社志室，得到康铁主任的帮助。
在西安，时任华商网总经理蔡国栋先生，为我安排了两天的访问。
在杭州，《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俞文明先生、浙江广电集团高子华、陈九九、吴伟先生，浙江
省记协陈宗泽、傅亦军先生、魏加芸女士等，都给予支持和帮助。
还有我的家人，不仅尽力为我安心写作创造条件，还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
    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梁光玉社长和特约编辑、《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宏伟先生，他们的热情
鼓励和精心工作，使本书得以如愿出版。
尤其是梁社长，亲任责任编辑，给予很多指点。
本书在写作中，还得到诸多朋友的帮助，参阅了大量学术著作，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详见附录
参考文献篇目。
采用的照片，除家属提供和作者自摄外，还有一些转自其他书刊。
其中有的因不明出处，未能注明作者，甚为抱歉，期待联络后补正。
在此谨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马雨农    2012年4月20日谷雨节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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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
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等挽张冲　　　　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挽张冲　　　　国士无双斯人不在；九原可作万里相招。
　　——朱德、彭德怀挽张冲　　　　赴义至勇　秉节有方　　斯人不永　干将沉光　　——蒋介石
挽张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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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冲传》是一部记述民国传奇人物张冲的生平，50万字的传记，翔实展现了张冲经历奇特的一生，
特别是他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旋于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曲折经历。
《张冲传》披露真实史料，考据严谨，可读性强，且有文史价值。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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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