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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赵杰先生有缘，这个“缘”起应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时任抚顺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赵杰先生
主编的抚顺《故事报》正做得风生水起，当年的《故事报》以其精彩的故事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曾创造了年发行量260万份的辉煌业绩，在文化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享有“南有《故事会》，北有《
故事报》”的美誉，《故事报》的火爆景况可见一斑。
当时，我本人正在沈阳市文化局供职，期间耳闻了许多关于赵杰先生及《故事报》的“传奇”。
这应算是我与赵杰先生的“初识”。
    对赵杰先生虽可谓慕名已久，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却没有机缘结识。
后听闻他从抚顺调回沈城，担任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致力于抢救挖掘珍贵的历史资料，在
履职之余又开始埋头于有关张学良、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工作，出版了多部研究成果，成为了史学界公
认的历史学者。
在晾异于赵杰先生的多种身份和敏思好学的精神以及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内心对他又油然而生出几分
敬意。
    也许是机缘吧，2004年我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在与帅府同志的谈话中得知
，多年来帅府的数次重大活动，竟是在赵杰先生的努力、帮助、支持与紧密合作下完成的。
这使我越发想见到赵杰先生的“庐山真面目”了。
遗憾的是，此时赵杰先生因到青海公出，由于高原反应中风失语。
正在我为他的健康和能否继续从事张学良研究担忧之时，还未完全康复的赵杰先生竟出现在了这年10
月，帅府与辽宁省政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纪念及研讨会上。
虽然此时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在几天的研讨中，他自始至终在会场认真倾听与会学
者的发言，并不时提出卓有见地的学术见解。
他对张学良研究的执着精神当时真的感动和感染了我。
    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赵杰先生在患病后的两年期间里，非但没有停止研究，而且在身体康复期间
，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起来》、《九一八全记录》、《毁誉由人》三部书，这绝非常人所能做到
。
有感于他的这种精神，帅府借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为赵杰先生主办了“历史呼唤，文合史璧——赵
杰系列张学良著作研讨会”，对他过往的张学良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此来表达对他
孜孜不倦、潜心张学良研究的深深敬意。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和赵杰先生竟也成为了事业上的好搭档。
2007年，为将张氏帅府博物馆打造成张学良的研究中心和平台，我馆组建了张学良研究中心，赵杰先
生成为了中心的特聘顾问和研究员。
赵杰先生也因此成为了我所领导过的职位最高的“下属”。
能够与赵杰先生共事，实在是一种幸福。
赵杰先生不以中心的工作为身外事，他把对张学良研究的满腔热情完全投入到研究中心来，从未缺席
过任何活动，只要是研究中心的工作，凡是与张学良研究相关的事，他即主动承当，没有半点托辞。
    令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我的第一部书《张学良史事笺证》，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正是
请赵杰先生做的审读。
其间，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
赵杰先生之于我称得上是亦师亦友，我们两人的关系就这样由远及近，由素昧平生到事业上的合作，
我想这中间真的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
    我与赵杰先生之间有一种“缘”，这个“缘”同样将张学良将军与赵杰先生连接在一起，只因当年
主持过抚顺元帅林的修复工作，主持过张学良文史资料的编纂，使赵杰先生20余年来，醉心、潜心于
张学良研究之中，为读者奉献出一部部精心力作。
    赵杰先生的大作我大部分都认真拜读过，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张学良研究敏锐的‘视角、执着的精神
、严谨的态度、真挚的情感和对历史叙述的技巧。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张学良研究热，然而赵杰先生的研究却独辟蹊径，他将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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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角和切入点放在了张学良的幽禁岁月，准确说是他离开大陆的54年，直至其人生终点，而这54年
正是张学良由绚烂归于平淡的54年，褪却光环的54年。
过往，人们大多关心的是他辉煌人生的36年，而其被幽禁及晚年的境遇及思想和生活一直以来多为史
家所忽略。
但赵杰先生的研究却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多年来，赵杰先生潜心于张学良晚年生活的整理和研究，他通过《张学良去台之后》、《留住张学良
——赴美采访实录》、《毁誉由人》等一系列研究作品，用他那史家的视角、作家的情怀、文合史璧
的精妙笔端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张学良晚年生活的全景图画，至今未见有研究张学良晚年生活出其右者
。
    《张学良在美国的最后岁月》，作为赵杰先生的一部新作，沿袭了其所一贯坚持的“亲历、亲见、
亲闻”的文史治学原则，以大量的采访笔记为经，以张学良10年在美生活为纬，经纬交织，纵横捭阖
，使张学良这段突破羁绊、寄居海外的台前幕后等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来，从而勾勒出张学良
晚年在美生活的全貌，这些在一般人眼中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他的妙笔下竟变得如此鲜活，引人入胜
，它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阻隔、透过岁月的冰霜，探究到张学良晚年的心路历程。
    赵杰先生是个有心、用心之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赵杰先生在过去的，10年问，曾数次沿着张学良的足迹，行走于旧金山、纽约、洛
杉矶、夏威夷之间，遍访一切与张学良有关的亲朋故旧以及身边人，他把所到之处张学良的事迹全程
记录下来。
他对资料运用的稔熟、对过程描述的细腻、对问题考证的入微，绝非无心之人所能做到，他的有心与
用心成就了一段信而有征的信史。
    赵杰先生是个有情、用情之人。
他对历史有情，他对张学良有情，此情不娇柔，不做作。
一个情字贯穿整部书的始终，穿透纸背，文心情思，随处可见，其情也真，其意更浓。
情感所致，灵动的不光是文字，还有历史和人物。
    赵杰先生笔下的张学良不再是一个神，而是融汇了亲情，友情、爱情、爱国情于一身，有血有肉、
有思想、有灵魂的一个人。
如此多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读者的思绪和情感也就此被带动起来，当我读到赵杰先生与张学良会面的
那段文字：“历史岁月还给痴情乡人的就是默默的相对无言。
沉甸甸的是无语的采访。
见也匆匆，别也匆匆”时；读到张学良写给邓颖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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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封信时；读到张学良面对大海“我想爸爸”、“我想回家”时，“感
时花溅泪”的境况，我相信绝不会只在我这个第一读者身上发生。
    赵杰先生是个善思、敏思的人。
不管他的文字是如何的温隋与温暖、他的文字表述是如何的流畅和优美，他的叙事过程是如何的纪实
和细致，但是他书里面散发的始终是史学家所独有的对历史、对事件、对人物及悬疑问题的一种深沉
的思索和思考。
他的善思、敏思，不仅体现在他对许多问题及细节的探究与反复考证上，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他对张学
良诸多悬疑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解读上，其中赵杰先生独辟一节写就的尾声——“离人未归终成千古恨
”即为此证。
我想这一问题不只是研究张学良的史家绕不过的一个问题，也是众多读者所疑惑的问题。
赵杰先生通过理性的思辨、笺证，做出了四种解读，其思辨过程缜密、言之有据，结论令人信服。
    正如赵杰先生在书中引用过一位记者的评论说的那样“昔日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为了理
念的坚持，经过长年幽居和50年荣辱叹息，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过在时代叶脉上，却是个不轻易褪
色的人。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幽禁，张学良尽管留在了美国，并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但他留给世人的不应
只是遗憾，还有他对历史的无怨无悔、对故乡的无限向往、对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以及他在耄耋之
年依然愿为中国的人民、为中国奔走的热望和公忠体国的不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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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无语的、张学良是无语的，但透过赵杰先生的笔墨，我们读懂了。
    在《张学良在美国的最后岁月》即将付梓之际，寥寥数语，不敢称序，只为感言。
    201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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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多次亲赴海外采访了张学良及其子女、重要历史见证人及知情者，耳闻目睹了张学良夫妇的言行
，所记录的材料反映出张学良思想和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本书深入探究了张学良的心路历程，揭秘了张学良终究未能返回大陆的真实原因。
同时对张学良的生平，特别是晚年生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重要史料和珍贵的照片为独家拥有
、首次公开．对人们解读历史之谜和研究张学良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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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杰　长期从事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工作。
曾主持征集、编辑、出版了数十部有关张良学和“九一八”事变的文史资料。

现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宣传委员会顾问。
兼职张氏帅府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西北大学
历史系兼职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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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记者采访过张学良，他说对故居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屋后有一棵大枣树，结满
了枣子，他很喜欢吃。
1991年9月，正是秋后果红收获季节，台湾“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丁中江等人来大陆观光，专程来到
这里。
临行时，赵绪海和家人从老枣树上摘下果实，又一粒粒精心地挑选后，恳请客人一定要带给张学良尝
鲜，以表达乡亲的思念之情。
半个月后，不负拜托的丁中江寄回了复函。
里面有封张学良的回信，“中江先生道鉴：承赠大著及家乡枣果，敬此申谢。
愿上帝祝福！
”署缀的日期为10月5日。
1993年秋，也是收获的季节，中国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秘书长张鹏翔受台湾大洋洲文化经济协会的委托
，专程奔赴东北收集有关张学良的资料时来到台安县，也挑选了屋后的红枣，连同四册影集一起转至
张学良手中。
而后他率团赴台访问时，承蒙张学良单独会见。
张学良难忘台安诞生地，老枣树仿佛也有灵性。
在2001年，也就是张学良将军逝世的那年，这棵老枣树没有结果，而巧合的是，也是在那一年，故居
前的一株百年老柳主干也折断了。
2004年，我陪同张家亲属去台安时，得见后来经过多方抢救，这两棵老树又发了新枝。
话头扯回来，台安县张学良将军出生地研究会将修“少帅陵”即张学良衣冠冢，而且是张学良和于至
凤的衣冠冢，这可不是一厢青愿，涉及张家后代认知态度。
2005年清明时节，台安县政协副主席刘加强和张学良将军出生地研究会几位代表，飞至夏威夷神殿谷
拜祭张学良，而后又去旧金山希图拜访了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女士。
他们通过一位吉林的教授找到了张学良抗战时期秘书的儿子王老。
可是王老的回答很让大家失望，他说张闾瑛年纪大了，基本不见客人的。
石宝库就请求老人无论如何打个电话问问。
王老也挺犯难，因为当时已经是晚上10时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在美国的最后岁月>>

编辑推荐

《张学良在美国的最后岁月(图文典藏版)》编辑推荐：国内记录张学良离开台湾后仅有的一部纪实性
图书。
在神殿谷山坡上那块墓地中，镌刻在红色大理石上的墓志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
然死了，亦必复活。
”这是张学良的宗教信奉，亦是他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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