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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3月初。
台湾。
    夕阳悄然下坠，一团红晕已经褪为淡红。
先前还是明朗的天空渐渐泛起茫茫的苍青色，夜岚四起，将一种朦胧的幽静投向四野，投向台北郊外
那一条条行人罕至的青草路径。
    暮色中，位于北投路70号的那幢小楼显得分外孤寂。
爬满楼墙的常青藤已不可辨，晚风拂来，宽敞庭院中花草微动，浅叹低吟，似乎在轻诉院中这片令人
感伤的晚景。
    楼里那间四壁古籍经典的书房内，一位老人正凭窗而立，望向窗外，望向星月疏朗的夜空，神情凝
注，宛若一尊被岁月遗忘的雕塑。
    不知已这么望过了多久，或者说不知已这么望过了多少年。
满头青丝已变成了苍苍白发，曾经英气勃发的脸庞，此时已皱纹遍布，寿斑点点。
可几乎每一天，他都要这么静静地凭窗而望，在夜幕四合之时，感遇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愫。
    电灯“啪”的一声开亮。
夫人轻轻地走近，将一件毛衣披到他肩上，又扶他在窗前的靠椅上坐下。
老人没有言语，只轻轻地一摆手，示意夫人退下。
此时此刻，他不想有任何事情来扰动自己的心境。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老人就这么默默地打发自己的时光，沉浸于巨大的静穆与感伤之中。
而当年，他的生命曾是那样的辉煌——手握重兵，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在中国异彩纷呈的现代史上
，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就在他意欲大展宏图、奋身抗击外寇之时，一场突发的事变却使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若彗星坠落
，从此跌入挣脱不出的茫茫深渊。
    张学良，这个曾经声威显赫的名字，在漫长的幽居中成为历史，成为人们在叙说往事时无法忘却而
又深感叹息的故事。
    月光透过窗户，铺洒在他脚前的地板上。
身后似乎传来了夫人轻轻的呼唤声。
老人撑了一下身子，但终没有立起。
依旧仰靠椅背，望向夜空。
    今晚的张学良，已经睡意全无。
那个意味着自由、意味着漫长幽禁生涯终结的消息，令他欣喜万分，同时又止不住潮水般袭来的戚戚
悲情。
就在这天下午，他突然得到通知。
已提出多年的探亲申请得到当局允准，他和夫人赵一荻即将赴美，探望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儿女孙辈，
同享天伦之乐。
    可是此时此刻，令他激动的似乎并不是即将同儿孙们的欢聚，而是“自由”这两个字所具有的珍贵
含义。
漫长的五十多年中，他历经辗转流离，饱尝冷落欺凌，要么置身于荒山野岭，要么被掷于孤楼郊林，
一代英雄，解甲卸鞍，遭受着漫漫无期的羁禁，不得越雷池一步。
多少次醉里挑灯看剑，多少回梦中吹角连营，英壮岁月在冷冰冰的拘押中流失了，当年气吞万里如虎
的雄心壮志也在声声长叹中被磨蚀得踪影全无，直到鬓发如霜的垂暮之年，才得以窥见自由的神圣光
辉。
    两滴浑浊的老泪从他的眼里涌出，跌落进他脸上的道道沟纹中。
老人轻拍了一下扶手，缓缓立起，直望当空的那一轮皓月。
漫漫岁月里，相伴相随、相共相知的似乎就是天上的月。
在它的如水清光中，他不知叙说过多少次自己的愁怨，寄托过多少回对自由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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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自由终于降临之时，他更有一种倾诉无尽的期愿。
    可是，蹉跎岁月，悠悠万事，该从哪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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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学良幽禁秘史》作者王爰飞在广泛研究与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西安事变”为开端，细腻
的描绘了张学良这位身威赫赫的将军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发动兵谏到被蒋介石长期幽禁的半个多世
纪复杂而神秘的经历，着力描写了张学良的性格与心态，挖掘了作为将军的张学良和作为囚人、隐士
的张学良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体精神。
通过这本《张学良幽禁秘史》，人们可以熟悉一位历史英雄，同时亦可以走近一位伟大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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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爱飞，成都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后为军校教官、军区文学创作员、文学杂志编辑，参加过
边境战争并立有战功。
后长期任职于军队，担任过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某正师级单位政委，大校军衔。
曾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驻外参加维和行动。
现供职于成都某文化部门，兼任艺术剧院院长。

热衷于读书、写作、艺术，专注于国际关系和影响过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成都市文联副主席。
曾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书籍目录

引子
第1章  政治生涯的辉煌绝笔
  少帅与“最高统帅”之争
  杨虎城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
  事变前的最后时刻
  兵谏！
兵谏！

  如何处置蒋介石
  保安的兴奋与莫斯科的愤怒
  端纳穿梭于南京与西安之间
  周恩来一语千金
  第一夫人的斡旋
  周恩来面见蒋校长
  矛盾重重的张学良
  匆匆一别，千古遗恨
第2章  遗恨石头城
  洛阳——命运转折的最后一步
  风雨初临北极阁
  最后的自由
  “京中空气甚不良”
  蒋介石要做什么文章？

  一场闹剧：军法会审
  没有料到这一步
  西安又退了一步
  “今日始知政治之残酷”
  红颜知己赵一荻
  天涯惊魂
  永别金陵
第3章  千秋功罪
  初识溪口
  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蒋介石、张学良都在注目西安
  少壮派与元老派
  “二二”惨案——西安又演砸一场戏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第4章  从此天涯孤旅
  “张学良先生招待所”
  “我们成立个读书会”
  风雨雪窦山
  潇洒不减当年
  雪窦寺风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雪窦山上结亲家
  名流、显要上山来
  蒋经国慨叹：果真是员勇将啊！

  请缨抗敌与“好好读书”
  兄弟笔谈：“自由”二字，渺茫，很渺茫
  “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
  告别雪窦山
第5章  漂泊无定的迁徙
  住进了段祺瑞的黄山别墅
  蒋介石的电话打到了黄山脚下
  从黄山到萍乡
  山洞探险
  别萍乡
  安营扎寨苏仙岭
  泪洒“三绝碑”
  麻将·象棋·狩猎·治病·唱戏
  大街上的军礼
第6章  蹉跎凤凰山
  初临凤凰寺
  沅江上的日子
  大将军出谋御匪
  与张治中一席谈
  山中谈兵
  “多谢您，张老板”
第7章  放逐西南
  艰难的旅途
  清寂的龙岗山
  阳明祠中埋首学问
  杨虎城之难
  凄风苦雨中的丽人
  孤馆寒窗读明史
  急匆匆的病中转移
  怕是看不见太阳了
  当不成养鸡大王了
第8章  大陆的最后迁徙
  戒备森严的小西湖
  老蒋是不见容于我了
  熬过抗战与“家法处置”
  失望后的悲苦
  自由的三个条件
  堂皇的诱骗
第9章  孤岛悲魂
  初临孤岛
  混乱中险遭枪毙
  余生唯愿读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井上温泉泄恨吐冤
  再见张治中
  无望的期盼
  孤岛春秋
  蒋介石的召见
  《西安事变忏悔录》
第10章  自由之光
  “管束”终于解除
  为自由干杯
  从阳明山到北投
  新生活的开端
  张间瑛探父
  当代冰霜爱情
第11章  心如止水，淡泊人生
  虔诚的基督徒与兰花迷
  “三张一王”转转会
  张学良与“二蒋”
  与蒋家恩怨终画句号
  止不住的翻案风
  规模空前的90寿庆
  张学良有话要说
第12章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还能望多少回夕阳西坠呢
  我想到美国去看看儿孙
  八方风雨会中州
  大洋彼岸纵谈旧事
  张副司令到，敬礼！

  共产党上将与老长官
第13章  何日归故乡
  低头思故乡
  难以忘却的故人
  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远山的呼唤
第14章  移居檀香山
  平静离开台湾
  进教堂与赏国粹
  故土情深
  她是我永远的姑娘
  平静谢幕
再版后记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月10日，为西安市青年学生抗日游行请愿之事，张学良被召到华清池，肃听蒋介石
的训斥：“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是打学生的。
”张学良回答得很冷静。
蒋介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那‘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到了你眼皮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此语一出，张学良腾地站起，额上青筋鼓胀。
“我怎么打？
你不是三令五申对日本人不许随意开战吗？
”面对张学良的怒吼，蒋介石无言以对。
自从日本军人有恃无恐地对中国领土暴露侵略企图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贫弱，军队装备奇缺，
与曰交战肯定一触即溃。
1935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曰运动、命令张学良“隐忍自重”。
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希转遵照执行。
”张学良9月6日转电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
国联和平解决。
9月19日上午，即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曰兵的挑衅，不得抵抗
。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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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学良将军2001年在檀香山溘然仙逝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好些感慨。
杨虎城的孙子叹息说：“中国的那一个世代是结束了，完全结束了。
毛、蒋、周、张，俱往矣！
”当年那代人的功过，已经逐渐有了明晰的评价，中国当代史上，张学良是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
具辉煌的一幕大戏的主角，但蒙主恩召，也就这么淡然而去，随之拉上了那段绝唱的帷幕。
    张学良去世后，关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书籍和文章又着实热火了一阵，尤其是随着大量前苏联、
国民党、大陆档案部门有关档案的部分解密，关于张学良当年“九一八”时的不抵抗缘由，西安事变
的起因、过程与结局，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动机及被扣押随后被“管束”的种种遭遇等，相
对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原先迷雾重重的历史逐渐被廓清。
    张学良之所以受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注，是因为任何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都无法绕过这个人物。
就其重要性来讲，他可以算得上20世纪最有影响的几个中国人之一，曾经主导差不多半个中国，以一
身而系天下安危，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即便在他被蒋介石“管束
”50年，甚至在他2001年驾鹤西去之后，围绕他的议论仍在延续，在他身上值得探讨的事情仍然很多
。
至今两岸对他的评价也不尽一致，抗日英雄，千古功臣，还是政变误国，乱臣贼子？
政治上和品格上这个人物仍有不少争议。
    内地和海外有大量关于张学良的著作，其中大都关注张学良的人生传奇，他与赵一荻等红颜知己的
轶闻等等，有些对上代历史不甚了了的年轻人，听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爱情，便把他想象成“人间四月
天”的徐志摩，而对当时的年代和大背景了无兴趣。
当然这与话语环境和思维形式有关。
我这本书的关注点。
是张学良由一位中国政坛重要人物到完全沉寂消隐的变迁过程。
是他历经辗转，饱经沧桑的艰难经历，以及他在漫漫幽禁岁月中的复杂心态，性格畸变，情感寄托和
他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体精神。
西方人在提及张学良被“管束”时，常常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汇，一个是incarceration，意为“关押”，
“禁闭”，一个是house arrest，意为“软禁”，两个词侧重点不同，含带的中心意思都是“失去自由
”。
没有了自由；无论你是帝王、将军还是平民，生命便与欢乐绝缘。
我很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文字走近一位真实生动而又有血有肉的历史壮士，同时又能真切地窥探到
一位受难者的悲苦灵魂。
    海内外描写张学良的书籍文章，已经数不胜数，此外还有学会、研究会，似乎还有“张学”的存在
，但是要真正把张学良这个人说尽道透，却不是件易事。
张学良自从生起就“身逢乱世”。
他的成长过程杂糅了中西、朝野、文明与江湖的种种熏染，性格复杂而且矛盾，其家庭背景、文化修
养、人际交往、性格特质、人生追求、历史地位，都很值得研究。
而他的崛起和消隐，涉及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最高领导层次和著名历史人物，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任何撰写张学良的笔触都不得不细心稳慎。
    1992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初版了拙著《张学良的幽禁岁月》之后，在国内研究张学良的领域引起了一
定反响，因为这是大陆第一部完整描写、披露张学良1936年西安事变后至他获得自由几十年间踪迹、
经历、生活的书籍。
两年后台湾的先智出版公司以繁体字本分上下两册出版了此书，在台湾和海外引起了一定反响。
先是台湾军队的“总政战部”摘选了两万多字作为“内部参阅”，接下来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
《联合晚报》、《自立晚报》等报纸杂志陆续摘选、连载了此书的部分章节，大陆新华社主办的《参
考消息》又“由外转内”，将《自立晚报》的部分选文在《参考消息》上连载；台湾当局的“国防大
学”、“政治作战学院”、“陆军军官学校”都把这本书列为当时的必读书之一，至今仍然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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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的参考书；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华盛顿、加州等图书馆都将此书列为中文馆藏书目
，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也将这本书列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参考书目。
不少后来出版的关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研究文章、书籍也摘选或引用了拙著不少文字，凡此种种，
说明此书还是受到海内外读者们赏识欢迎的。
    由于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原因，此次再版修订主要是对18年前写作时出现的不准确之处做了订正。
还有，当时拙著对张学良的记述结束于张学良第一次访美省亲，其后他又第二次访美，并决定在美国
夏威夷定居，并终老这个海岛。
其间，由于他已经完全获得自由，他对记者和亲朋的谈话陆续见诸文字和视频，他对个人生平和西安
事变的反复讲述作为第一手资料订正了外界许多不实之词。
随着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大量海峡两岸历史档案的逐渐解密，也包括容纳张学良、赵一荻生平资料
、收藏的“毅荻书斋”在美国哥伦比亚的开放，还有当时指导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前苏联文档的解密
，西安事变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此次再版也就随张学良的生命轨迹延续至他去世，也融入了对张
学良与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
在此，向诸位多年来孜孜不倦追索张学良生命轨迹的研究者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
18年前他们支持我写作出版了这本书，现在，在张学良已经溘然长逝近十年之际，新上任的社长胆识
独具，决定再版此书。
趁2010年4月第二十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在成都举办之际，宋玉成社长专门与我晤谈，说张学良，说中国
历史，说时下低俗图书之滥觞，言及作者与出版者的社会责任，令我深为敬佩。
责任编辑王金秋女士，多次对此书的修订给以鼓励并提出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借此，也衷心感谢支持、关注我写作此书的亲友们。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编辑推荐

《张学良的幽禁秘史》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幽禁秘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