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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回忆录，作者为张作霖第六子张学浚之子。
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及母亲口述的六十年家族兴衰的点点滴滴为背景，以其回归大陆为线索，讲述了
其爷爷张作霖、大伯张学良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张家后人在大陆及香港、澳门的传奇经历。
本书还讲述了中国推翻满清帝制的混乱时期，及多年的发展新气象，旨在表达作者继承先辈“生得自
由，死得荣耀”的人生理想，抒发了浓厚的爱国、爱乡之情。
是第一部由张家后人揭晓于世的诠释张家不为人知曲折、传奇的作品。
作品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史学家、文学爱好者蒙昧以求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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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闾实，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巡视员，辽宁省人们政府参事、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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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西安事变隐忧形成 张学良的内心世界　　飞机降落在香港的赤蜡角机场，我从1997后再没有来
过香港。
记得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只有5岁，当时只留在了船上，并没有上岸，恰巧赶上了端午节，吃到了棕
子。
长大以后也来过香港几次，记得有一次还遇上了台风，大家一直在屋里避风，哪里也没去。
看到现在的香港机场比以前大多了，附近又增加了许多高楼大厦，这应该是回归祖国后，大陆的游客
增多而给香港带来最直观的变化吧。
10年的光景香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60年前的那个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变”，给大爷及我们张家的命运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　　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
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北大营，继而攻陷了奉天城。
　　而此时的大伯父张学良正在北京疗养寒病，后来有媒体有的说当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还
有的说他正在睡觉，由于在养伤病故侍从没有叫醒他，而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他这一消息。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接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大伯父便召集了紧集会议，并向南京国民
政府发出了请示电，蒋介石的回电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
大伯父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没有抵抗。
　　当时在东北的东北军有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到一万余人，关东军竟能在一夜之间占领奉天
，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事”，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
”的政策。
由此大伯父也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的谴责，由此也结下了他与蒋介石政治上的
不一致，而导至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3年3月8日，大伯父在国内舆论的重压之下，决定辞去他身上的数职。
3月11日正式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移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
在辞职的同一天发表的通电中，他说“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
我父亲已为此事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嘱，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
，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
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
不顾日本的公共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带兵入关支持全国的统一大业。
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
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府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
，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
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论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作出了最后的牺牲。
　　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
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
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它部队的士兵。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
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已变得无家可归。
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冒昧地恳请
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的愚昧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
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
”　　大伯父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自己承担下来，这种东北人的侠义，导致了他悲剧的一生。
　　不久，也就是4月11日，他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获及子女张闾英等乘意大利“康脱罗素伯爵”号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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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由上海前往意大利。
大爷在欧洲旅行了6个月时间，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了上海，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并立
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蒋介石却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令他的部队开赴陕西。
　　由于在陕西剿共，大伯父有机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1936年4月9日，大伯父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
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
会谈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二人在抗日与救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大伯父要求做他的工作，争取他一同抗日，因他必竟是中国的最高统帅，周
恩来也表示，只要蒋愿抗日，共产党愿意在他领导下，摒弃前嫌，一致对外。
10月在洛阳大爷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抗战计划，但蒋先生断然否绝了他的请求，坚持
要先把国内的共产党消灭后，再谈抗日的问题，这样劝谏蒋先生的努力失败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
7日，大伯父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
争辩，蒋介石勃然大努，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至此，大伯父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
　　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在会上，蒋决定撤
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东北军调往福建。
此期东北军还侦察到蒋要预谋在一星期内可能要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可疑军官，
其中包括杨虎城和张学良。
至此，大伯父觉察危险已经迫的，他与杨虎城商量，决定先发制人。
　　12月12日，午夜时分，大伯父张学良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的决定，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
　　12日凌晨5时30分，孙铭九率警卫营及二百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车，抵达蒋介石住地华清池，经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到上午9时在山夹缝里把蒋介石捉住。
　　俘获蒋介石以后，大伯父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就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著名的八大纲领：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
，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应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且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竞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
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
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
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
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
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
口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爷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
家人的安全。
　　12月25日下午，大伯父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大伯父
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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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
而大伯父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软囚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
而他对自己的举动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在他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对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谈起“西安
事变”这段历史时，他还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
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
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
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
我是不是问心无愧！
好了，没有！
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
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
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
”由此看出大伯父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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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张闾实所著的第一部张家传奇作品！
　　书中披露诸多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向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用英语向张学良说了什么？
等等，让您细细品读，了解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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