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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诞生于辽宁海城县桑树林子詹家窝堡(今属台
安市)，2001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
张学良将军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历史人物相比，其政治生涯并不长，但他以“东北易帜”、“调停
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铸成了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伟大爱
国主义者的辉煌地位。

王海晨、胡玉海所著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真实再现了爱国名将张学良辉煌而悲壮的一生
。
他作为少帅的成长历程，“西安事变”前后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后半生充满神秘色彩的幽禁生涯⋯
⋯一路娓娓道来，让你对这个爱国名将更加爱戴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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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生平大事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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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4 振兴民族经济《东北年鉴》评述东北铁路建设，认为东北当局“总揽交通行政，对于铁路计划尤
为注意，本昔日规模，审时度势，加以变通，期于最近期内完成东北铁路网，树立交通自由之基”；
“将来次第兴修，克期观成，于东北经济、国防前途，正有无限裨益也”。
事实上确实如此，张氏父子在东北铁路甚至在全国铁路建设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东北铁路建设，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修筑的关内外铁路。
关内外铁路是李鸿章1893年由天津修筑到山海关，1894年修筑到中后所（今绥中），这是东北第一条
铁路，仅长65公里。
李鸿章原计划该路干线经奉天修到吉林的珲春，谁料甲午战争爆发，筑路被迫停工。
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纷纷进入东北，关内外铁路由英国出资修建，1899沟营支线完工，1903年干线
修至新民；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于1903年7月正式营业；日本在战时擅自修筑的安奉铁路，也于1911年
修筑完工。
总之，在1920年以前，东北铁路干线全部由俄、日、英三国控制。
铁路是近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它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建设，甚至对政治、社会及文化都带来重大影响
。
一个庞大的外国控制的铁路系统纵横在东北大地上，时刻都对东北当局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也正是由这种局面才导致东北铁路交涉与纠纷不断；同时也促使张氏父子及东北当局自筑铁路事业的
形成。
张作霖时期从1921年到1928年，由东北地方当局和民众出资自办，修成了锦朝、开丰、沈海、打通、
鹤冈、呼海、吉海7条铁路，总长度为91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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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套装上下册)》：无论站在何种角度。
以什么样的观点，怎样评价西安事变.如何评价张学良。
都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张学良送蒋回宁主动包揽了事变的全部责任之后。
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改变了，长达10年的内战戛然而止：‘剿共’“最后五分钟”停摆了；国民政府
执行了10年的“攘外安内”政策没人提了。
一直令中国人民感动“窝囊”的屈侮外交硬起来了。
一直对内强硬的高压政策软下来了，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的枪口开始一致对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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