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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学良和于凤至婚姻之谜    窦应泰    关于张学良和他结发妻子于凤至的婚姻，多年来就是一个讳莫如
深的话题。
笔者作为于凤至的乡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这一填补历史空白的工作。
曾经有多篇与此相关的文字流传于世，现在借再版的机会，还想就这老话题再讲几句话。
    张学良、于凤至结婚之谜    在“文革”发生以前的若干年问，关于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事，即便在
于凤至女士的故乡，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传世。
熟知她和她的家族的知情者，在政治运动迭起的环境中均对此事避而不谈。
一直到“文革”后的1972年，因笔者当时从事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的需要，才有了系统研究于凤至的机
会。
因此也极想将张、于联姻的轶事作为一个历史谜团的破译选题进行研究，然而这时熟知于凤至的直系
亲友大多谢世，这给笔者摸清这段史实脉络的计划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然而，笔者并没有见难却步，而是为了搞清张学良和于凤至当年在古镇郑家屯(今双辽市委所在地)
订婚与在奉天成婚的经过，无数次前往于凤至的出生地——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于凤至父亲
于文斗出生地山东省海阳县、于凤至母亲于钱氏的出生地——吉林省伊通县满井乡、张学良的出生地
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沈阳市大帅府张氏纪念馆和辽宁省政协等地多方寻找知情者，进行不厌其烦
的走访与考证。
其间于凤至和张学良在大陆的直系亲属多已过世，有幸谋面并接受采访的有于凤至的侄儿于兆瀛(当时
在怀德县一家印刷厂工作，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时曾亲往沈阳参与公祭)、张学良在天津教书的八弟张学
诠(与张学良系同父异母，寿夫人之子)，当时健在的张学良机要秘书刘鸣九先生(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
席)以及辽宁省政协文史办主任、曾经亲往台湾和美国采访张学良的赵杰先生等等。
    经过笔者长达两年时间在东三省与北京天津等地对知情人数次采访，终于在1979年写出《于凤至夫
人》一稿。
该文虽然只有几千字，然而消耗笔者精力的时间却是巨大的。
因而此文由团结出版社以《张学良往事与近事》为题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
    史实有时也有谬误    当时在国内流传一时的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内幕，多来源于笔者的如下史实考
证。
    一、关于于凤至的身世。
“于凤至于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今南崴子乡)。
其父于文斗，经商出身，祖籍山东省海阳县司马庄。
⋯⋯于文斗本人亦升任县商务会长，买卖暂由靳菊丰代为经营。
在‘丰聚长’之外又开设一家‘丰聚当’，从粮食生意扩展到经营当铺。
当时这一带土匪猖獗，为了避风险，于文斗特意将家室安置在邻县的农村——怀德大泉眼。
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性情温柔贤淑，十来岁时，她由大泉眼来郑家屯学馆求学。
在延师读书期间，于凤至是同辈男女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她熟稔《四书》、《五经》，就连《左传》和《论语》也过目成诵。
她不但才学聪敏，并且容貌端丽，是郑家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家闺秀。
”    其二：张、于两家联姻。
“1908年，绿林出身的张作霖被清朝招抚后，担任前路巡防营统领，被奉天总督徐世昌派驻郑家屯。
张作霖来郑后，将总部设在于文斗的商号‘丰聚长’院内。
由于于文斗平生多次受土匪骚扰，加之他极善结交，故而欢迎张作霖在家里居住。
日久天长，张作霖和于文斗便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
后来，张作霖因保奉天督军有功，发迹于沈阳。
他曾经回到郑家屯来找于文斗叙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在于家小客厅目睹于之长女凤至的丰
采，心中不由暗暗称赞于凤至的美貌和贤淑。
又一次，于文斗请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刚刚1、算完毕，卦帖尚未收拾时，门外忽传‘张统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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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斗便与张作霖促膝闲聊开来。
无意中，张作霖发现桌上于家诸子女的卦帖，便从中寻出于凤至的庚帖，只见上面有‘凤命’二字。
⋯⋯张作霖回去后，认定张学良这‘将门之子’和于凤至的‘凤命千金’，乃是天合地造的良缘。
加之张作霖已见过于凤至本人，便决计张、于联姻。
委托‘丰聚长’的掌柜张杏天作伐。
当时张学良正在奉天讲武堂就读，便遵从父帅之命，与于凤至女士缔结姻缘，待于凤至读完私塾，
于1914年在郑家屯订婚，当时张学良14岁，于凤至17岁。
两年后，16岁的张学良与年长他三岁的于凤至完婚。
”    以上便是笔者对张、于联姻调查考证后撰写的文稿。
不过，当张学良和于凤至先后辞世以后，尽管上述经过多方考证的主要史实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但
在张学良和于凤至分别对自己的婚姻进行历史的回顾时，居然发生了让笔者难以适从的记忆混淆。
    2002年6月，台湾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将《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出版。
这是张学良1954年在台湾清泉奉蒋介石之命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在幽禁期间留下的
一部较为真实、完整的《自传》。
    张学良在这部《自‘传》中特别写了一节《早婚》，这是记述他当年与于凤至结合经过的唯一一篇
亲笔书记的文字。
因此其可靠性是值得肯定的。
    张氏在《早婚》中这样记述张、于联姻的历史：“我14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她父
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辽源县即为双辽县，郑家屯即为该县政府所在地，郑家屯现为吉
林省双辽市所在地——引者注)经商，我才9岁她12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订了婚。
她17岁那年，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军队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指四
平至洮南的铁路线——引者注)，进占辽源。
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
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
更谈不到感情和爱情。
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    张学良作为张、于联姻的当事人之一，他的上述记述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与笔者早年调查考证稍有不同的是，他与于凤至订婚的时间要比我所写的还要早，不是14岁而是9岁就
订了婚；而于凤至17岁是结婚的时间，订婚时居然只有12岁。
当然，张氏夫妇的订婚结婚年龄有误，是可以理解的。
亲友等知情者毕竟没有当事人对年龄记得更为清楚，问题在于，同是这桩婚事的当事人，于凤至女士
在生前也口授了一篇“回忆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回忆录”竟然在同一事情上与张学良有
截然不同的说法。
    应该指出的是，于凤至的生前回忆，系在她去世的一年前——1989年，由于风至本人口述，她义子
萧朝智先生代笔记录下来的。
1990年3月17日于凤至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之前，她就叮嘱此“回忆录”定要等当时健在的张学良百
年过世之后。
才可以公布。
    此文公诸于众之前，萧朝智先生(美国东北同乡会会长、东北军将领萧振瀛之子)曾在香港一内部杂
志上发文，谈到于凤至这篇“回忆录”的口授与整理经过，萧说：“于凤至的口述历史，主要说明了
张学良和她受难后的·心态历程、思想转折以及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约、相许。
秉此，她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
十二年了，我未敢忘。
每回忆她边说边泣的情景，我不禁涕泪交流。
那是她向天、向世人的呐喊；是她五十年在异国漂泊、孤苦奋斗、磨难重重下，受尽委屈的过程。
现二老已在天国相会。
今年清明，我们这些过去到过她家的人来到她的墓园，为她扫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寂寞红颜-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悲情人生>>

我向她的在天之灵说：‘我将整理出您的满腹心酸话，告诉世人。
’⋯⋯”如此重要的一部“回忆录”，凡是研究张学良历史的大陆学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于凤至乡
人，自然翘望多时，极盼多从中解读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萧朝智先生终于在于凤至和张学良先后去世之后，于2005年12月在祖国大陆首次公布于凤至生前口
授的这部“回忆录”。
该文系以《我和汉卿的一生》为题，在南京政协主办的《钟山风雨》上连载。
然而，当这部经萧朝智先生整理十余年的于凤至回忆录问世的时候，却让笔者大失所望。
    在这部口述“回忆录”里，当于凤至谈到她和张学良订婚的往事时这样说：“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
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
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
张作霖看我读书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
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即张学良——引者注)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
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
那时代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
，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
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
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
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    如果上述这段话确实是于凤至本人的口述记录，那么就让笔者不能不产生如下疑问：    1.于凤至说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
”这句严重与事实不符。
于凤至作为在怀德县大泉眼村出生的人，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郑家屯这个晚清民国时期一度舟船往来、
穿梭于辽河上的商埠小镇，自清光绪三年建立县治以来，从来都隶属于辽源县(此县原归奉天省管辖，
民国八年起归吉林省管辖)，而怀德县虽与辽源县相融一条西辽河，却是从古至今从不属同一县治。
不错，据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表明，辽源县确曾在历史上有过两县合并的情况发生，不过那是建国前
夕辽源县与双山县的合并，但辽源县从来就不曾与怀德县发生合并。
既然如此，不可能不熟悉自己出生地与求学地的于凤至本人，怎么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既自称出
生在“怀德县大泉眼”，又称乃父在“本县郑家屯”开粮店呢？
    2.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张作霖提亲后遭到她的拒绝，并称：“张作霖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
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
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
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    此文读后亦让人感到困惑不解。
一是，于凤至记述的这段经过与张学良本人在《自传》中《早婚》一节所说的景况截然不同。
张学良说：“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
”笔者认为这段话的真实性相当高。
首先张学良在写这段经历的时候，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绝对不会对张氏的“早婚”发生任何兴趣，当然
也不可能因此影响张学良是否“出山”。
所以张学良没有必要在与于凤至结婚前是否见过面上“作伪”；再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订婚和结婚
都在民国初年，于凤至所说张作霖“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
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等语，显然是不符合民国时代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时代背景。
依当时张学良在沈阳的社会地位，追求他及托媒人希望与张学良结成百年之好的豪门贵胄，不胜枚举
，而张学良对父亲在远离沈阳的小小古镇为他订的一门亲事，本来就怀有百般反感，依当时张学良的
处境他当然不想屈尊跑到郑家屯这样的小镇上去“住住”，更不能拉着她的手以“永远听我的话，决
不变心”作为许诺，苦求一个乡下姑娘的婚姻。
张学良称“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倒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东北民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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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于凤至在《我和汉卿的一生》这部“回忆录”中，提及结婚情况时这样写道：“我们大了，对于
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
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
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
我们的婚礼是由张作霖的部下吴俊升主持操办，就在他的郑家屯的宅子办的。
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
⋯⋯”云云。
    于凤至的上述“回忆”更加无法让人信服的是，它再次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中关于早婚的说法南辕北辙。
张学良明确说过，他和于凤至结婚之前，也就是于凤至17岁那年其父于文斗“不幸去世了”。
而岳母于钱氏主动要求张作霖娶亲的理由就是，日本兵二十一条后因四洮铁路闹事，  “我的岳母，
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
于文斗这时早已去世，于凤至居然在“回忆录”中说于母提出在郑家屯举行婚礼，“我爹当时念叨：
‘张家是讲情义’⋯⋯”云云。
如此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婚之谜    于凤至和张学良自1916年在沈阳结婚，直到1940年于凤至由贵州经上海飞
往美国求医，她和张学良在一起生活了24年(其间1934年至1936年于凤至在欧洲照顾孩子读书)。
于凤至先后为张学良生有一女三儿，幼子张闾琪早夭于沈阳。
其余一女二子在张学良失去自由后，均随于凤至在伦敦和纽约等地生活。
    关于张学良和于凤至婚后的感情，仅从于凤至生前口述的《我和汉卿的一生》这篇回忆录中，可以
看出，她对张学良的感情自始至终是真挚的。
正如于凤至晚年对从大陆来访的张学良旧部、曾经担任过铁道部长的郭维城所说的那样：“汉卿这人
好啊，很热情厚道，极富有正义感，一生从不负人。
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很好的。
”于凤至不但这样说，而且在她的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即便到了人生的暮年，她也没有将张学良淡
忘。
甚至还在死前用炒股票积存下来的一些钱，在洛杉矶的比佛利山上为张学良购买一座别墅，希望有一
天张学良能获得自由并来美国定居时使用。
当于凤至进入人生暮年岁月，自知在她有生之年无法看见张学良来美国与她会面，在洛杉矶购买自己
墓地的时候，在自己的墓穴旁边，为张学良空留一穴，以期张学良百年之后能够与她同眠于此。
然而，在张学良的遗稿《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中却很少提及他们二人的婚姻生活，有的只
是这样一句话：“谈不到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地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    至于于凤至和张学良晚年的离异，在张学良的所有遗稿中几乎没有只言片语。
可是，在于凤至的“回忆录”中却首先提及了此事，她甚至认为张学良上世纪60年代从台湾给她寄来
的一份协议离婚书，以及后来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的结婚，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策划的“一场
戏”。
她说：“他们违反法律，违反人民，囚禁汉卿终生，在世人指责和要求给汉卿自由的压力下。
策划出所谓离婚和结婚这场戏。
一方面断绝汉卿来美国和妻子儿女团聚，取得自由的路；一方面使汉卿难以摆脱从内到外的羁绊、监
视。
”    关于同意在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上签字一事，1988年当于凤至在洛杉矶别墅里会见从大陆来访
的郭维城时，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她说：“汉卿的事情，戒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
处，叫我死我就死！
”    对于这件事，于凤至女士去世以后，大陆一位纪实文学作家赴美访问时，于凤至的义子萧朝智先
生在和他谈起张、于离婚这件事时，曾经这样表示：关于于凤至为什么同意和张学良离婚，他不赞成
外界这样的报道，“一是说张将军为了履行基督教的教规，不得已才提出和于凤至离婚的。
再是说于凤至为了成全张将军和赵四小姐的爱情，自愿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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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朝智先生还向这位作家表示：于凤至所以这样大义凛然地在离婚书上签字，是“因为我的干妈也懂
得什么是政治。
当时，她亲自对我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
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
所以，干妈是为了张将军更好地活下去才同意离婚的”。
    笔者以为，萧朝智先生的这些解释，很可能就是于凤至当时同意在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的主要原因。
    于凤至虽然在形式上同意并与张学良解除了婚姻关系，可是，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中，她身在美国
却仍然怀念着远在台湾的张学良，并且始终把张学良视为自己的丈夫。
她在洛杉矶为张学良购买房产和墓地两件事，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于凤至在美国始终以张学良夫人身份出现，正如萧朝智对来访者所言：“谁要说她(于凤至)不是
张夫人，她就把谁视为仇人！
”从这些小事中也不难看出于凤至至死忠实于自己与张学良婚姻的坚贞情愫，以至于她身后留下的这
部“回忆录”，也署以“张于凤至”四字。
    笔者深感于凤至女士对爱情的忠贞，坦率地说，像她这样在美国孤身幽居五十年而爱心不移的女性
确实世间少见。
然而却从2002年7月×××女士(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所发表的
《访谈录》中发现，张学良在世时对结发妻子曾有过微词。
这些可能伤害亡妻的微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流露出来的，都显与于凤至至死不变的坚贞感情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201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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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她，出身于古镇上的小家碧玉，才貌双全，19岁依父母之命嫁给张学良，成为风光一时的少帅夫人，
但好景不长，丈夫移情别恋，自己罹患癌症，大洋彼岸独自承担抚养儿女的责任；异国漂泊一去五十
年，故土难归，三个儿子早夭离世，痛断肝肠；66岁毅然签下一纸离婚书，成全了丈夫与情人的爱情
，写就了千古绝唱。

她，不惜重金在美国为张学良买了墓地，希望和他生不同衾死同穴，但最终安息在张学良身边的却是
赵四小姐，唯一的遗愿也成空。

 于凤至的一生，没有赢得爱情，但赢得了尊重。

 《寂寞红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悲情一生。

 《寂寞红颜》由 窦应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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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应泰，男，汉族，1946年12月10日出生，辽宁铁岭人，中共党员。
吉林省作家协会文创中心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笔名河西客、叶知秋、雪帆等。
1963年毕业于吉林双辽市一中。
下过乡，当过工人、宣传干事、工会干部。
1980年后历任双辽市志编辑室副主任。
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吉林省作协聘任制作家。
1992年被吉林省授予自学成才称号。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东北史专家及张学良历史专题研究学者。
堪称国内张学良纪实性文学作品出版量最多、涉猎面最广的作家之一。

长篇作品多以近代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
1984年以来已发表纪实性文学作品逾千万言。
近年来其长篇小说《手相》、《偏方》出版后广受好评。
其小传曾被收入《当代辽北文艺界知名人士传略》、《中国名人大辞典》、《世界人物辞海》和《二
十一世纪人才库》等。
《柳王》》一书为作者的第36部长篇作品。

其他作品还有《大导演李翰祥》，《民国伪钞第一案》，《香草美人邓丽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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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于凤至将信将疑地望了望张乐怡，又望着沉默不语的宋子文说：“自由恐怕是有限的
吧？
几年前闾瑛和女婿曾到那里去看过他。
他们亲眼看到了汉卿到底有多少自由。
现在即便有所改善，也怕不会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吧？
”宋子文和妻子对视一眼，他欲语又止，不由想起了上次和张学良见面的情景。
眼前似又出现了四周由碧绿棕榈树组成天然屏障的庭院。
那幢依山而筑的灰色小楼前，一盆盆兰花在阳光下吐出幽幽的馨香，一位布衣皓首的老人，静静地伫
立在一片香气浓郁的花海深处。
他和张乐怡就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和张学良、赵一荻见面的。
张学良还像当年在西安和北平时那么乐观和健谈，身处便衣特务的监控之下谈起往事来仍然谈笑风生
。
“子文兄，现在我的处境确实比从前好多了！
”宋子文耳边仿佛传来张学良的声音。
那天晚上，他和张乐怡就是在复兴岗小楼里和张学良、赵一荻在灯影下进餐的。
菜肴自然十分丰盛，那天是赵一荻亲自下厨烧菜。
这是宋子文自与张学良结识以来头一次品尝到赵一荻亲自烧的中国东北菜。
在幽幽的灯光下，他发现张学良已经苍老了许多，当年在东北沈阳第一次相见时的勃勃英气早巳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两鬂斑斑白发和秃光的额头。
他那位红粉知己也不见了早年的风姿神韵，苍白的脸上失去了年轻女人所特有的娇艳。
席间，张学良几杯水酒下肚，对宋子文伉俪袒露胸怀：“我记得当年在南京与你们最后分手前，子文
兄和戴雨农曾经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
派刘乙光是为了保护你，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屋外去散步、打球、游泳和钓鱼。
刘乙光他不得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你们离开我以后又怎么样呢？
子文兄，刘乙光他把我当成了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
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
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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