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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积数年之研究考察，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和精细独特的纪实手法，拨开百年沧桑的历史烟云，
生动描述了一代爱国名将张学良神秘坎柯的人生经历。
    他为人仗义，宁折不弯，他爱江山，也爱美人，他是英俊潇洒的少帅，被长期幽禁的民族功臣。
一个世纪的风雨铸就了这位世纪老人的特殊性格，一个世纪的恩爱，谱写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百年
风流颂歌。
    本书把张学良将军作为社会的人来写，写出了人物性格上矛盾和复杂性，写出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
神、动有事迹、高尚品德、英雄气概，但又不是写得神乎其神，不是把他写成天生的圣哲。
    有专家认为，该书达到了不失史学之真而又具有文学价值的目的，在研究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著作中
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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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克明教授与周亚兰女士均为教师，先后在西安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曾有论著与传记文学作品问世。
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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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事要说也不奇怪，因他毕竟年逾百岁；要说奇也真有点奇，因为他走得那么坦然，那么平静，
而且刚好是口述历史即将公之于众的前夕，莫非真如他说，这是上帝的召唤?或是他早有预感?或真的
是未卜先知，或有什么神机妙算，亦或者是一种巧合，这都不好说了。
　　凡此种种，不都说明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占有重要一页的“少帅”，生前死后，
都震惊世界，并都有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难解的谜，仍然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探索、破解吗?加之
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与责任编辑，都提出让我们续写“春秋”，要求以求实、出新的态度，着重写张
学良的后毕生，特别是他那鲜为人知的晚年岁月，拨开由于封锁和阻隔而形成的层层迷雾，写一本比
较完整的、能够真实而又全面地展示伟大爱国者、中华民族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传奇而又悲壮的人生
历程的传记。
盛情难却，我们这才萌发了重续张氏春秋的写作欲望。
才又着手搜集资料，查阅文史档案，寻访将军的遗踪，重又步人将军的世界，遨游在往昔的峥嵘岁月
和将军流落异国他乡的凄凉境况之中，再度与这位世纪老人去“对话”了。
　　重写此书，我们重视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的成果，但却不能以张学良研究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
题，而是以人带本，以史树人，即主要是从爱国主义的高度，去观察、研究分析一些问题，特别是以
大量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力求真实、系统、全面地反映张学良波澜壮阔而又险象丛生的人生经历和
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
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时代与历史的本质，才能表现出张学良的鲜明的个性和高尚情操。
　　前不久，林博文撰文谈到，张学良去世后，海内外谈论最多的并不是西安事变，而是少帅为什么
没有回大陆，据说这在他业已公开的口述历史中也找不到答案，但认为“少帅未回故土的原因与赵四
、李登辉的反对有关，亦与少帅举棋不定有关，尽管‘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少帅终归
无缘再履白山黑水，对他是一种遗憾，对所有中国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愧疚”。
　　这种看法虽然不一定全面，但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一般人都重亲情，爱故土；万一远离家乡，也讲究叶落归根，终老家乡，而常常
把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乃至埋骨异域看做是一种很大的不幸，甚至死后还要忠骨还乡哩。
可张学良却无此福气，尽管他思乡心切，非常想回东北老家，可他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看来这内中确有他的隐情与苦衷。
仔细想想，也难怪，台湾是使他伤透了心的地方，他当然不想在那里定居；大陆是他的家乡，也是生
他养他的地方，他当然是很想回来的。
可他担心只要他一动，就会把两岸都牵连进去，想必是当年那些所谓“被共产党利用，上了共产党的
当”之类的恶意中伤，还困扰着他，作为一个饱经沧桑却时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老人
来说，要迈出这一步，这些问题他是不能不考虑的；加之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不宜远行，所以直到
去世，他的这个夙愿也未能实现。
有位台湾学者写了题为《张学良死在国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的文章，认为“张学良最好死在
大陆，次者也应死在台湾。
”但历史无情，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有些人就是要拖着他，使他最终还是怀着遗憾的心情客死异乡，
成为他本人也是所有华夏儿女深感痛惜的事：故当此书完稿后，我们心情沉重。
张学良是有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终生无悔。
但他一生坎坷，历尽艰辛，却仍淡泊名利，关心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和国家的强盛。
而他却有国难投，有家难归，以致迟暮之年仍漂泊海外，终归魂落他乡。
行文至此，不禁为之掷笔三叹了!　　书稿是暂告一段落了，但笔者并不轻松，因为无论是从学识、经
历和其他条件来看，为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作传，我们都是力不从心的。
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以慰英灵。
　　　　赵氏夫人共育有三个子女，除张学良外，还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
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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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
”(“西屋妈”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
赵夫人生前住东屋)正是由于卢夫人和姐姐首芳的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
也许正是不忘当年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一直敬重，未敢稍渝。
卢廉波回忆说：“对卢夫人，他(指张学良)叫‘妈妈’，视同生母。
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
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主政东北，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很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
’。
‘九一八’事变后，卢夫人长期住在天津，1974年5月去世。
”　　张学良对大姐首芳更是念念不忘，就是后来他身处幽禁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
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还叮嘱：“您送来的东西，谢谢您
，，我晓得您子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
”另—封信是托姐姐代他买《明史》的，说他因为这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亍，托她买
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
信都写得较长，姐弟之间，仍是那样相互信赖，一往情深。
　　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早年的张学良，是不是说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
样一个权势很大的军阀大家庭里，就人杰地灵，他是个天生的尊老爱幼的典范，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
影响，一切都很完美呢，那也不是，世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十全十美。
他也有他的弱点和缺陷。
然而又必须看到，他毕竟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他爱国，有正义感，特别是在父亲被日本人暗杀，他
“主政东北”后，东北正处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焦点上，是跟日本人走，做他们的傀儡；还
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的“统一”?因为当时他还没能看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出于爱国和
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他改旗易帜，服从中央，走上了拥蒋的道路。
不料，蒋介石搞的是“攘外必先安内”，连“九一八”事变也不准抵抗，致使东北沦亡，张学良受到
国人的谴责，使他再次面临生死抉择：是听蒋的话，走反共之路，还是与中共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边，
走抗日救国之路。
他选择了后者，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
战。
尽管他为此作出了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的豪迈壮举却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并使他成为我国
现代史上一位有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
而这一切又都显然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与东北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这也正如
司马桑敦所说的，“他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
“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同时，他的
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亚”。
这也就是说，他同情心重，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所以他后来常说，他原本不想也不适合做军人，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郭松龄说，我惭愧啊，没有把山海关打开⋯⋯但我现在不去帮，我只求一死，我愿意自己去
死。
郭松龄说去死，决不是假话，他这个人是真能做到的。
我说，那就好了，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就好办了。
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有把山海关打下来，你现在又决心去死，那你上战场去死!你拼着命往里打，你
这样不是为我争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嘛。
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郭松龄哭了，我常说他这个人，怎么像女人一样爱哭，郭松龄就是这样的性
情中人。
他听了我这一番劝告之后，点了点头说：“好!”于是就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由于郭军两出九门口，晚上退白天进，这里是一段两山夹峙中的四十里长的山谷道，直军在山头
观看，说，哎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军队?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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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来了双倍的兵力，殊不知是郭松龄他老人家把军队又给带回来了，就好像作假一
样。
就这样，他老人家先声夺人，没管旁的，拼着命率部队往里打。
　　在战斗最激烈之际，奉军子弹忽告紧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二十万发。
当时我非常着急，一面购买大批纸制鞭炮送往第一线，以代替子弹造声势；一面去奉天向大帅要子弹
⋯⋯数日后带来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四千万发，炮弹十万发。
收到这些弹药之后，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突破直军阵地，大军蜂拥而入⋯⋯　　在这次战争
中，段祺瑞和冯玉祥在联奉倒直方面所作的配合，对于奉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
　　冯玉祥当时是声势浩大的直系三路军队中的一路，即第三军总司令，是负责古北口、喜峰口一带
防区的，因他与奉方有约在先，一直行动迟缓，静观待变。
当奉军在九门口、榆关一线占据优势，直军处境不利、吴佩孚严令冯玉祥急赴前线迎敌时，冯认为他
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即命令部队倒戈，不但不再与奉军作战，反而星夜兼程，回师北京，并把
贿选总统曹锟加以软禁，发动丁著名的“北京政变”，连中国的末代皇帝也连锅端——把他赶出了故
宫。
　　冯玉祥的倒戈，给了吴佩孚一个严重打击，直军军心动摇，奉军乘势猛攻，直军终于溃败。
吴佩孚仓皇逃走。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以奉军胜利和直军失败而告终。
　　11月中旬，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与冯玉祥、段祺瑞、卢永祥等联合控制了北京政府。
当时，冯玉祥等曾联名电邀在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主政之意。
孙中山接受了邀请，于11月10日乘海轮离粤经上海，绕道日本作短暂休息后，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此番北上，是为争取国家和平统一，他在临行前曾发表北上宣言，阐明他一贯坚持的反对帝国
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但这时冯玉祥受到段、张的排斥，已被派到张家口去当西北边防督办了。
特别是段祺瑞，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不赞成召开国民会议，认为这样做对他是不利的，作为对抗
，他提出召开所谓“善后会议”。
孙、张、段之间的联合终因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卜的分歧而破裂。
　　当然，这也有个过程，在孙中山初到北方时，他也作过一些努力，他与张学良、张作霖有一些接
触，特别是他们在天津的会见，都给张氏父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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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由于我们在西安工作，得以较多的参加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
，对西安事变和张、杨两位将军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他们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深深的感动了我们。
杨将军没有盼到中国的解放，惨死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西安人民一想到这些就无比痛心。
一直深深地缅怀着他。
张将军自西安事变后被囚禁半个多世纪，但他淡泊荣利，关心国家的统一大业，爱国爱民之心仍痴心
不改，西安人民亦时常想念他、挂念他。
　　进入80年代，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更加思念张学良将军，常常从内心发
出呼唤：张将军您在哪里?过得还好吗?身体还健康吗?何时能回到我们身边?　　因这种思念随着我们年
龄的增大日益强烈，从而萌发了我们想为张将军做点什么的想法，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把张将军的经历
写出来，以此纪念他、学习他，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永远铭记张将军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
　　现在我们所写的有关张学良事迹方面的书籍已多次印刷，这次重新续写，比过去更为完整全面。
但完成这部书稿，不是我们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它得益于很多同志的帮助和许多有关书籍和资料的
公开出版，应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所以在此书即将出版之时，我们对帮助过我们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首先应感谢的还是传主张学良将军，没有他和杨虎城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气吞山河
的豪迈壮举，也不可能有这部《张学良传》。
　　还要感谢我们曾访问过的许多革命老前辈及张将军的部下，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
料。
　　感谢诸多专家学者和同行，在学术研究上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西安张学良纪念馆的领导和何江亚等同志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无条件提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
资料、图片和信息。
　　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多年来对我们在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支持。
　　感谢读者对张学良将军及其有关书籍的厚爱。
并希望对本书不吝赐教。
　　作　者　　2002年12月6日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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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为人仗义，宁折不弯　　爱江山，也爱美人　　他是英俊潇洒的少帅　　慷慨悲壮的民族英雄
　　一生爱国，却有国难投　　半世飘零，终归魂落他乡　　叩问无语苍天　　此憾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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