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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是一个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全球化具有技术一体化、经济共同化、文化对话化
、交往跨国化等特点。
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转化和创新，在信息传播的时代，名家讲座可以说是一种短平快的传播与接收学
术、知识的途径。
　　讲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史上源远流长，是最别致的一道校园风景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往往看到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站着听的人挤满了通道。
而每有重量级的人物到来，更是盛况空前，这样的盛况，往往令许多学者感动不已。
它不仅增添了校园精神沃土的内涵，而且让这两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
　　这些讲座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人生、宇宙万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
，无所不及，并且都是各领域各学科最前沿、最新的学术观点、动态信息和思想火花。
可以说通过对话在清理理想的同时，延伸思想的领域。
因为思想应该是清晰地给人听的，需要智慧闪光、高度凝练和具有人格魅力的。
　　讲座的魅力不仅是这些学者名流的名气和邂逅的幸运，最重要的是一个讲座所传达出来的观念，
表达出一个人所竭力捍卫、辩护与传播的东西。
　　为了让所有热爱知识的人都能听到大师们的旷古余音、领悟他们的智慧之光；展现大师辈出年代
的学术风貌；探究校园文化的精神底蕴；重温东西文化研究的深思远见；明辨一个时代的思想争鸣；
深思教育的真谛，本套书收录了一批著名学术思想大师在北大、清华的精彩学术讲座。
　　这些讲座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入奋进的人生智慧。
在讲座中，我们能够透出纸面感受到大师们的知识和智慧，博大的胸襟，伟大人格的魅力。
对于所有“求学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和清华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振聋发聩的；它凝固了那一
个个精彩的学术史的瞬间；它给我们提供了思想观念的盛筵。
　　本套书在统选过程中力争忠实地表达讲座的原貌，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提倡学术的“公共关
怀”。
希望把象牙塔的专业研究带入公众的生活当中，弘扬人文精神。
　　一个精彩讲座，不仅会照亮你一生的思维之路，而且它带给你的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刘国生　　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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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讲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史上源远流长，是最别致的一道校园风景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往往看到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站着听的人挤满了通道。
而每有重量级的人物到来，更是盛况空前，这样的盛况，往往令许多学者感动不已。
　　名校视界书库丛书就是收录了这两所著名高校的名人名讲20多篇。
这些讲座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人生、宇宙万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
所不及，并且都是各领域各学科最前沿、最新的学术观点、动态信息和思想火花。
可以说通过对话在清理理想的同时，延伸思想的领域。
　　《听讲座在北大》为该丛书之北大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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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张学良究竟为什么晚年没有返回祖国大陆，最后客死在异国的檀香山，时至今日，这仍然是
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共中央格外重视。
特别是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
当时，作了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
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四是派出一位负责同志，亲自赴美转达向张学良欢迎之意这
个人选是吕正操。
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袍泽，又是西安事变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
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以私人名义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
　　五月二十九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首次会见了老上司张学良，进行礼节性
的晤谈和赠送寿礼。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避开所有外人，进行一次单独谈话。
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
张学良看后，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
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吕又转达了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
张学良颇受感动，说：“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
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六月四日，张学良在纽约的祝寿活动结束以后，又主动提出会晤吕正操，地点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的官邸里。
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
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张学良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
尽管他坦言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仍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回信，说：“良寄居台湾，遐首
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
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而后不久，即与夫人经夏威夷飞回台湾。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
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
是不是由于张氏夫妇当时身体欠佳呢？
不是。
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
还有人猜测，赵一荻阻拦少帅回归故乡。
赵四确曾公开表示过不希望张学良回去，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
从赵四的一些家书中可以看出，她对祖国和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
她之所以不愿意张学良回来，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他一接触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情
绪久久安定不下来，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
　　应该说，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
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起，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
所以，当张学良一九九。
年恢复自由后，他面对海外媒体，曾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敬慕之情。
邓颖超病故，他曾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志哀悼。
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
　　据深深了解内情的张捷迁说：“张将军非常想念家乡，愿意在适当时候回去看看。
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影响，现阶段还不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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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觉得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愿意继续等下去；待政治气候晴朗下
来，海峡两岸谈判有了完满的结果后，在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再考虑回大陆。
”张捷迁还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张将军于一九九。
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
那次是因为他有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很想前去参加，但因受到当局的阻拦，以致没能成行。
”他们怕张学良一旦到了罗湖桥边，就会迈过那条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大陆。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晚年未能回归故乡，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
特别是表面上以张学良基督教友自居而实则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从中制造了重重障碍。
据台湾报纸披露：“贝夫人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备妥一架专机
，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
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说这是大好机会。
少帅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
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意难为李登辉。
贝夫人劝他，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
少帅一直犹豫不决，想回到台湾请示李登辉，待批准后再回大陆。
贝夫人说：‘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
他一定不准。
’请示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
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　　上李登辉的当，是因为张学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
归根到底，还是轻信。
从前轻信蒋介石，最后又轻信了李登辉。
结果，抱憾终身，始终未能圆此还乡之梦。
若是说最终的遗憾，这该是最大的一项。
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他并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
他返回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足足等了两年半时间，一次次地试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绝
，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掉头不顾，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
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控制。
只是，风烛残年，身体日渐衰颓，终于有心无力，完全丧失了回归的条件。
　　说到这儿，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张学良逝世后，报刊上登载的一篇短文：　　一个秋天
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
　　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
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老家会会老少爷们儿
，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
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　　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
得到的够多了：功业、爱情、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　　张学良听了大声吼叫起来，“可是，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　　很形象，又很概括。
确确实实，功业、爱情、寿命集中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可比。
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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