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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着戎装挎军刀的“山西五”，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军阀，却很少知道“中的
哲学”、“公道主义”、“大同主义”的阎氏理论。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精于拨拉算盘珠子的生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土财主”，却很少知道他
曾经有过的“大手笔”——依靠地方有限的财力短期内建成纵贯南北的同蒲铁路和有工业托拉斯之称
的西北实业公司。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以“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治“天下”的封建家长，一个迂腐的冬烘
先生，却很少知道他既有旧学渊源，又接受过近代文明，各种社会思潮兼收并蓄。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惯于看风使舵的“骑墙派”，一个十足的“投机商”，却很少知道他厕身
“同盟会”“铁血丈夫团”、辛亥举义光复太原的“过去完成式”。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以“守势”见长，满足于闭上娘子关做“土皇帝”，总也打不了胜仗的失
败将军，却很少知道他也曾逐鹿中原，一呼百应；他支持发动的绥远抗战，以收复失地的胜利被誉为
“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降日”的典型代表，一个“准汉奸”，却很少知道其中的隐情与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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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平面的、单一的、“脸谱化”的，而真实的阎锡山则具有复杂、多面、特殊的
历史性。
他既不是神，更不为鬼，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有鉴于此，笔者集十数年翻检历史资料之心得，在对所有新见旧有的珍贵史料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上
，试图将一个真实的而饱满的阎锡山展现给读者。
    本书以时间顺序为纲，以描述历史事件中人物作为为目，以与史有徽的雪泥鸿爪为点缀，以历史研
究的观察角度和客观描述的写实手法，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阎锡山进行了立体
式扫描。
使读者对阎锡山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更对山西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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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雒春普，生于1954年，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1985年，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民国山西史暨阎锡山研究。
1986年发表“处女作”《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并参与或独立完成《阎锡山全传》、《阎锡山幕府
》、《山西通史》（卷七）等著述，凡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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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教养　一  出生在亦农亦商的殷实之家　二  自幼丧母，从小养成了刚烈的个性　三  6岁入
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从《千字文》、《三字经》读起　四  14岁辍学习商，开始涉足社会第二章  弃
商习武　一  “打虎”失败，遭遇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二  二度入塾，奠定国学根基　三  报考武备学堂
，寻找新的出路　四  负笈东瀛第三章  追随革命　一  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二  聆听孙中山先生教诲　
三  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山西进行革命考察　四  参加“铁血丈夫团”第四章  光复太原　一  朝鲜归
来，感慨“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二  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回省就职　三  参与发起倒夏　四  暗中
结纳同志，准备举义　五  响应武昌起义，成就太原光复大业第五章  初握权柄　一  28岁生日那天登上
山西都督的宝座　二  东、北、南三路出兵，扩充战果　三  吴禄贞被刺，“燕晋联军”夭折　四  大兵
压境，娘子关一朝陷入敌手　五  兵分南北，亲率北路军转战绥包　六  以退为进，返省复任第十五章
“十年建设”　一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二  组建“四银行号”与“实物准备库”　三  酝酿
了20年的同蒲铁路建设计划付诸实施　四  门类齐全的“公营”经济实体　五  统制经济的“土货运动
”　六  “寓兵于农”，垦殖绥西　七  “禁烟”与“官卖鸦片”第十六章  “防共”“联共”　一  “
以主义对主义”与“公道主义”　二  为拦截红军请来了中央军　三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
也不能碰着”　四  拒蒋、联共、抗日　五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应运而生第十七章  “守土抗战”
　一  “守土抗战”，有地方特点的抗战主张　二  绥远抗战，“守土抗战”的第一次实践　三  以第二
战区司令长官总领晋绥抗战军务　四  一战，阳高、天镇失守，以李服膺祭刀　五  再战，平型关进退
失据，腹背受敌撤兵内长城　六  三战，忻口激战犹酣，娘子关破，太原陷落第十八章  “民族革命”
　一  提出“民族革命战争”论　二  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
员合　三  适应战争需要，组建山西新军　四  “非常时需非常策”　五  “反攻”太原不成又失临汾6
　六  试行敌后“游击”第十九章  反共“磨擦”　一  “今日不改用新做法，就不能存在”　二  “民
族革命同志会”6　三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停顿了七年之后得到恢复　四  “十二月事变”爆发，与共
产党的磨擦演变为军事冲突　五  划路而治，统一战线裂而不破第二十章  “克难”求存　一  偏安于晋
西一隅　二  发起“克难”运动，“克难”求存　三  追求“新的统御”，锻造所谓的“同志魂”　四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兵农合一”的发韧第二十一章  “议和”待机　一  “两一相加大于一”的理论
与实践　二  马拉松式的秘密“和议”　三  “晋西保卫战”，对日作战的“最后风景”　四  向共产党
领导的根据地扩充地盘第二十二章  乘胜“接收”　一  等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  捷足先登太原
城，四面出击争“接收”　三  上党得而复失　四  “寄存武力”，“残留”日军第二十三章  图谋再振
　一  “奋斗年”整训军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二  “肃清伪装”、“净白阵营”　三  “三自传训”
“自清”、“自卫”、“自治”　四  “平民经济”控制物价与简化生活第二十四章  连战连输　一  “
停战协定”的烟幕下，小战不停　二  汾孝战役，元气大伤　三  晋南作战，三战皆输　四  晋中惨败，
对外联络的东部通道中断第二十五章  困守孤城　一  “碉堡城”，一个“固若金汤”的神话　二  拒绝
和平解决，困兽犹斗　三  四面楚歌声中，应李宗仁电召离晋　四  遥控太原，直到城破之时第二十六
章  出掌中枢　一  往返于穗桂之间，做起了蒋李之间的“调停人”　二  “反侵略大同盟”，一张政治
王牌　三  出长中枢圆“旧梦”，“入阁拜相”任院长第二十七章  败走台岛　一  俨然一个开“药方”
的大夫　二  决心将国防部长一兼到底　三  屈指可数的“政绩”　四  “总体战”与“战斗内阁”第二
十八章  菁山遗梦　一  在一片非议声中卸任　二  远离喧嚣，乡居菁山中　三  闭门造车，构想“大同
”　四  故弄玄虚，自拟挽联预嘱身后事　五  终老台北，魂不归里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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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7年夏，阎锡山正式进入士官学校。
与此同时，出于组织武装起义及至日后夺取政权的需要，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对清政府公派
留日军事学生中的盟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考虑到回国后掌握军队的便利，这批同志以不暴露身份，不多参加外部活动为宜。
但“深感革命须冒险犯难，实践之责，须由军人负之”，决定在同盟会内部建立一个秘密的纯军事同
志组织。
　　大约在1908年前后，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精神，由黄郛、李烈钧等人发起，上述团体在东京组成。
这个团体就是“铁血丈夫团”（简称丈夫团）。
“丈夫”，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语；“铁”者，武
器也；“血”者，牺牲也。
三层意思合而为一，作团体名称，以表示军人于革命中的一种牺牲精神。
　　铁血丈夫团作为同盟会内部军事干部中的一个秘密团体，所有成员只有28人，多属同盟会员中的
留曰士官学校学生。
阎锡山当时正在士官学校学习（一说丈夫团成立的时问是1906年，阎锡山当时还没有入士官学校，依
此，他就不可能加入。
但据史料记载，阎锡山又确系丈夫团成员，所以丈夫团成立的时间也就只能是1908年了），又因为在
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态度，自然被吸收加入了丈夫团。
除阎锡山外，山西籍的丈夫团成员还有温寿泉、乔熙、张瑜三人。
其余团员有：黄郛、李烈钧、程潜、仇亮、唐继尧、罗佩金、张凤翔、张益廉、尹昌衡、何成浚、李
书城、孔庚、朱绶光等。
　　丈夫团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保持团员的秘密身份，以避免引起清政府注意。
从长远考虑，从他日负革命实施之责的需要出发，丈夫团成员应专心学习军事，一般不可参加外部活
动。
因此从参加丈夫团开始，到1909年3月结束学业返国的一年时间里，阎锡山与其他团员只保持内部接触
和联络，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公开的组织活动。
只是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增加军政知识的积累。
　　在此期间，令阎锡山深有感触的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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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
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
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
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
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
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　　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经
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
　　　　——薄一波　　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
以他出掌“行政院”，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
阁。
　　　　——李宗仁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自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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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阎锡山传》：阎锡山传，解读民国三十八年信倒翁，剖析半世纪山西“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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