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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大帅府》    张红星    因为给东北大学讲授国文和国学课程，所以平素注意搜
集有关老校长的资料，收藏的图书光盘有几十种，包括大陆的和港台的。
可以说，帅府柜台里有的，我几乎都有。
    但是，这个暑假，我却被曲香昆先生的一部书稿深深吸引，废寝忘食秉烛达旦地先睹为快。
其中许多事情是知道的，但是他的角度是没有见过的。
经他这番梳理，许多资料焕发出新鲜的光彩。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固化的历史。
透过雕梁画栋，曲先生引导我们走进那些英雄豪杰的生活，去体味创业、盟誓、救国、征战、悲欢⋯
⋯那些金戈铁马、那些花前月下，那些留在高墙深院的身影和哭声笑声⋯⋯    建筑有性格，建筑有精
神。
土木砖石经过切磋琢磨，便有了跃动的生命，他目睹一切、述说一切。
我曾带着大学生和听众读者，一次次踏进帅府，一次次缅怀凭吊。
我的学生毕业后，有些便走进帅府，每天为不同的游客继续解说。
    建筑有记忆，建筑有见解。
我曾经组织听众读者和学生，开展《}不念少帅，走进帅府》征文活动，在红楼中为数千份稿件中上百
名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大帅、少帅的文集、图册、演义。
少帅晚年曾欣然命笔：“谢谢你们怀念我！
”    我很羡慕曲先生，他能够如此亲近地接触帅府的每幢建筑，他能够如此广博地通览有关帅府的研
究成果，他能够如此亲切地会见与帅府有关的海内外人士⋯⋯我更羡慕曲先生，他能够如此清醒地熟
视而不无睹，久居而不麻木，最终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又有些担心，如果本书顺利出版，读过本书的众多游客，定将寻寻觅觅地探求那些枭雄聚首的密
室、那些红颜相悦的厅堂、那些悲欢离合的见证，从而导致行进的缓慢与游客的滞留，导致帅府终日
爆满！
那就需要帅府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来解决难题了。
    我又有些奢望，如果曲先生带领助手进一步整合书内书外的种种资料，使人物事件与其建筑环境更
加契合；进一步拍摄不同角度的照片和视频，并且重新增订本书，使之条理井然、图文并茂，那将是
关心帅府的读者们一大福音！
    张红星，东北大学客座教授，沈阳音乐学院南校区教授，曾主持《长夜书香》《书斋夜语》等广播
读书节目，出版《长夜书香·谈经篇》《长夜书香·说史篇》等著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

内容概要

　　沈阳，一座融合满汉文化：中日俄文化的关外老城，从昭陵到沈阳火车站，从中街到太原街，大
街小巷，高塔广厦，有太多历史印记在这里铭刻。
本书从东北王的宅府——大帅府的主人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文化素养及其发迹过程着手，分析建筑
的形成原因：特色与依据，以建筑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检验和考证对建筑存在的不同说法，还建筑
以原真性。
书中不仅有深入细致的研究讲述，还有大量帅府建筑实体图和设计图，以及清晰完整的石雕纹样，可
供建筑及美学爱好者参详。
大帅府常务副馆长曲香昆先生历时两年创作完成的，由帅府的建筑与民俗入手，进而剖析张作霖：张
学良父子的内心世界及政治思想以及对民国历史的影响，立意角度独特，在同类书中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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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香昆，男，中共党员，1963年4月生于辽宁大连瓦房店，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张
氏帅府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张氏父子及奉系军阀史：张氏帅府建筑与民俗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有《
张学良旧居》：《我说张氏帅府》：《百年张学良》等多部图书；与沈阳建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陈伯超教授共同进行了大青楼的原状考证，主持了大青楼：小青楼：四合院：赵一荻故居以及关帝庙
的多项复原陈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综述：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
第二章：西风东渐：中西融合——沈阳近代建筑的缩影
　第一节：近代沈阳城和近代建筑的涌现
　第二节：大帅府在沈阳建筑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
第三章：权势相长：渐成规模——大帅府的营建
　第一节：经典别致：宏开镜深——中院四合院建筑群
　第二节：错落有致：房苑共生——东院花园及大：小青楼等建筑群
　第三节：少帅建府：命运多舛——西院红楼群（少帅府）
　第四节：毗邻府外：座座精彩——院外建筑群
第四章：规划有序：异彩纷呈——大帅府的建筑特色
　第一节：分期建造，融为一体
　第二节：建筑风格，异彩纷呈
　第三节：建筑技术，呈现多样
第五章：形式多样：精彩绝伦——大帅府建筑的装饰艺术
　第一节：木雕彩绘 新颖别致
　第二节：石雕艺术 别出心裁
　第三节：砖雕一书 堪称一绝
　第四节：绘画书法 彰显个性
第六章：内涵丰富：个性突出——大帅府的民俗文化
　第一节：张家习俗与民间信仰
　第二节：吉祥图案与文化寓意
第七章：人物传奇：秘闻昭显——帅府史事
　第一节：大帅张作霖
　第二节：少帅张学良
　第三节：帅府的女眷
　第四节：帅府史迹钩沉
第八章：故居开放、走向新生——从帅府到博物馆
　第一节：解放前的大帅府
　第二节：从封闭走向开放
　第三节：建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第四节：更名张氏帅府博物馆
后记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

章节摘录

繁华梦散笙歌静，楼阁巍峨大帅府。
民国历史的烟云已风流云散，昔日豪奢的庭院却光彩依然。
正如有人所说的一样，当所有的诗歌、音乐都已沉默的时候，建筑却还在说话。
大帅府，这座由奉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和他的长子——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
者张学良将军共同建造的府邸，历经百年风云沧桑变幻，却依然寂静矗立、留存人间，无声地诉说着
民国历史的兴亡旧事，默默地反映着府邸主人的生存状态、血气精神和志趣情怀。
    在科技与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存在的物质性产生了难以自拔的迷恋。
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历史迷恋的一种延伸，亦是人们为寻求和确认自身价值的一种隐
秘而有效的手段。
我们参观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想欣赏文物、古迹，更重要的是想对历史有所体验。
如今，随着每天来自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游客到此体验历史、感悟人生，这座当年东北第一家族的居
住所、父子两代在民国政坛上纵横驰骋的权力场，却成了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博物馆供人
们参观、凭吊，以另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诠释着历史、延续着辉煌。
这，恐怕是张氏父子为自己修建府邸时未曾料到的。
    当我们来到这处府邸，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将会扑面而来：作为中华大地上保存完整、规模庞大的
一组建筑群，其“前政后寝”的建筑功能和“三路建筑平行式”的平面组合方式，集官邸与私宅为一
体，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特有的军阀政治形态；作为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与
空间布局，无论从功能还是风格上，都将建筑本身与人居环境有效融合，将办公的庄严、肃穆与居家
的幽雅、闲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整体环境和谐统一而富于变化，完全满足了军阀家居特有的公、私
属性，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张作霖、张学良、张学
思父子三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为这座庭院赢得往日的光彩与今日的瞩目之时，也在中国历史上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有于凤至、赵一荻、郭松龄、张作相、吴俊升等一大批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在这高墙壁垒的宅院
里，处处留有他们的足迹，处处深藏了无尽的秘闻、趣事；作为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惊心动魄、刀光血影的重大事件就策划或发生在四合院、大青楼、小青楼里；作
为全国近现代优秀建筑群，大帅府体现和代表了民国时期近代建筑的主要迹象，浓缩了沈阳近代建筑
发展的全部过程；大帅府内每一座建筑的布局，每一处景观的设置，每一间房屋的装饰，甚至每一块
砖、木、石雕、壁画、楹联、匾额等，无不彰显出张氏父子真实的人生情怀和内心世界⋯⋯徜徉在大
帅府中，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动，人物的呼吸。
甚至，我们还可以获取与张氏父子一般无二的审美权限——宏大的布局、缜密的思虑、精湛的建筑技
艺、精美的装饰艺术、绚丽的色彩、幽雅的环境，等等，无不经由大帅府建筑群得以真实展现。
正是这些可以看到的真实存在的历史遗存物质属性和那些能够用心灵去感知、可以满足人们情感需求
的精神体验，引导着我们和越来越多的人去瞻仰、追思、体悟那个业已逝去却因其不凡而气象万千的
伟大人物与历史时代！
    大帅府由中院三进四合院，东院大、小青楼和帅府花园，西院红楼群及院外建筑——边业银行、帅
府舞厅、赵一荻故居等几部分组成，占地面积5_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造期经历了张
氏父子两代、近20年的时间，从1914年开始到1934年才最终完成。
它是民国以来军阀府邸中最大的一处集官邸和私宅于一体的庞大建筑群。
1991年7月，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将其列为全国优秀近代建筑群。
1996年1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大帅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西院红楼群和帅府院外的帅府舞厅还没有收回、开放。
    大帅府不但是东北第一名人故居，涵盖着张氏家族父子两代三人的历史，反映着张氏家族的历史，
它更承载着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婚姻形态等社会诸多方面的内容，堪称一座大帅
府，半部民国史。
因为有了大帅府，民国的历史不再沉寂；因为有了大帅府，历史变得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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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民国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从以下五个方面反映和诠释着民国的历史：    一、大帅府集官邸和私
宅于一体，它是民国时期特有的军阀政治的物化形态。
    大帅府建筑群由院内中、西、东三路平行的建筑和院外的三座单体建筑——赵一荻故居、帅府舞厅
和边业银行组成。
从这些建筑的布局、修建概况及使用功能，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大帅府建筑群具有集官邸与私宅于
一体的属性。
    中路建筑三进四合院始建于1914年，1915年秋基本竣工，1916年春，张作霖全家搬进经过装修的四合
院，是帅府内最早的建筑。
其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人们按照中国当时的官场惯例以“大帅”尊称张作霖，刚建成的三
进四合院也自然而然地被称为“帅府”。
从使用功能上来讲，三进四合院完全具备了“前政后寝”的建筑功能，其一进院、二进院是办公场所
，具有“官署”的性质和功能，张作霖曾在那里处理奉天全省政务、军务，三进院落是张作霖内眷的
居住地，属于内宅。
因此，这时的“帅府”就已经具备了官署和私宅的双重属性。
    1918年，已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因公务繁忙，眷属增多，最初的三进四合院不但不敷使用，
而且与其显赫的身份已不相称，遂决定增加建筑。
1922年，东院至高权力象征的大青楼完工后，张作霖将四合院的部分功能转移到了这里，一、二楼作
为办公场所，三楼供内眷居住。
与四合院相比，大青楼内的办公场所，更显得宽敞大气，充分体现了张作霖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气度。
张学良子承父业后，延续了大青楼的使用方式，“东北易帜”、“处决杨常”、进行“东北新建设”
等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在这里决策和发生的。
    1931年开始建造的西院红楼群(少帅府)，将西式洋楼按纵线排列，前三栋是办公楼，后三栋是住宅
楼，仍然体现了“前政后寝”的建筑功能。
    在院外建筑中，作为大帅府建筑群有机组成部分的帅府舞厅是奉系军阀的重要社交场所，曾是民国
时期军人、政官、商贾、社会名人、名媛佳丽的云集之地，也是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发生
之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
而边业银行作为张氏家族的私家银行，则承担了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政
治上层建筑的良好运行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支撑。
    因此，我们说大帅府它既不是像山西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那样的民居，也不是像保定直隶总督府那
样纯粹的官府，而是集官邸和私宅一体化的建筑。
它的这种属性，是由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
张氏父子生在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军阀统治是这个时期的核心
政治。
张作霖就是军阀政治的最大军阀之一，军阀政治下，军队虽在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但本质上属于军
阀个人，军阀干预国家政治，凡对于个人和集团有利的事情他们就做，凡对于个人和集团不利的事情
他们就反对。
军队成为军阀谋取个人和集团私利的工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作霖建造的大帅府从建筑功能上就采取了“前政后寝”的建筑理念，将
办公的场所设置在自己的宅子里，前边办公，后边居住。
    正如陈伯超先生在序言中所写的一样：“帅府不同于一般的民居和名人寓所——它既是一座官署，
一座权辖东北、影响全国的军事与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座民居。
作为民居，它反映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封建伦理和民俗生活；作为名人寓所，其主人地位特殊而
显赫，具有民国军阀特征，其地位直至全国政府的决策者，它容纳了张氏父子和张氏家族个人和家庭
生活的全部。
作为一座官署，它从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多角度反映着社会与国家的动态和历史，
记载着许多声震中外或鲜为人知的莺要事件，承载和执行着至上的权力，是中国政治实态尤其是军阀
政治的一种物化形式。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

它是一座虽不能与皇宫相提并论却类似于皇宫性质、兼有名人寓所与重要府衙双重功能的府邸建筑。
”    总之，帅府是目前在中国大地上非常少见的一种建筑形态，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深入研究。
P0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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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想写一本关于大帅府的书已经很久了，如今经过两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我在帅府工作足足有20个年头，有幸看到帅府的价值逐步被确认的过程，也参与了帅府一步一步开放
的过程，更有幸从事了帅府的复原过程。
    大帅府从1982年到1996年15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市保”、“省保”到“国保”的三级跳，而且还
被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联合评为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群。
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复原工作前不但屋内陈设荡然无存，就是楼内或屋内的原装修也完全毁坏，
复原工作异常艰难。
本着真实、客观的原则，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和我的同仁们经过七八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
了赵一荻故居、大青楼、小青楼等室内复原工作。
复原的过程，也是科研的过程，我从中深深地体会到张氏父子对府宅的重视，强烈地感受到府宅主人
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对和谐的人居环境的追求。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有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冲动，希望读者通过大帅府的建筑和环境来了解张作
霖和张学良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帅府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我那样的熟悉，每天走在这样深深的庭院里，欣赏着那些精美的砖
雕、木雕、石雕、壁画，瞩望着那一座座的建筑，一间间的房屋，体味着各式各样的建筑，一种历史
的情怀不觉就涌上了心头。
徜徉其间，历史好像忽然有血有肉地生动起来，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随地都能被召唤回来，那些
在史书上空洞的叙述，到了这里便全都神奇又丰盈地复活，你会从一些独特的细节中，一下子感受到
逝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某种个性。
深入地研究他们，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帅府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建筑就是凝固的历史，建筑就是物态的文化，建筑更是艺术的空间形态。
    对于大帅府这样的一处历史遗存，你从历史角度研究它，就会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你从文化角度
观察它，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你从艺术审美角度端详它，还会找到它独有的审美价值。
    历史已经将张作霖和张学良定格为一代枭雄和民族英雄。
作为父子两代人，能够对中国有着如此的影响和贡献，怕只有皇族人物才可以做得到，民国以后似乎
没有哪个家族能做到这样的辉煌。
在历史的教科书上，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更是军阀政治的代表人物之一
。
张学良前有换旗易帜，推动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东北的独立状态；后有西安兵谏，结束了内战，促成
了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居功至伟，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现实的遗存中，东北沈阳的大帅府，西北的西安事变纪念馆，这两处都与张氏父子有关，都是国家
最高等级的保护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帅府除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是中
国近代优秀建筑群，也就是说大帅府不但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特有的政治生态，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还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帅府作为国家保护文物，其建筑一定可以千古不朽了，这从另
外一个角度昭示了张氏父子对中华文化遗产的贡献。
    大帅府作为一处历史的遗存，固然是因为在这个宅院里产生了对中国历史有过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两
个人物张作霖和张学良，它可以称之为名人故居，但这远远不能涵盖大帅府的全部内涵，它是民国时
期中国社会特有的军阀政治的表现形态，在当时民国的正式出版物就将大帅府作为一种政治名词流行
于世，可见大帅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氏父子参与了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军阀混战、东北沦亡和民族救亡图存等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
大帅府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一座大帅府，堪称半部民国史。
    不仅如此，我们从大帅府的建筑形态上去看，20年的建造期，将中国民居和官式建筑演绎得如此清
晰、如此经典，既有传统的中式建筑，又有中西风格结合式的建筑，更有经典的西式建筑，不能不说
大帅府是沈阳近代建筑的缩影。
    像多数人一样，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困惑，帅府的大气与幽雅、文化与情趣结合得如此完美，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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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张作霖为何能建造出如此有文化品位的大帅府？
既是官邸又是私宅，既大肆张扬“府”的豪奢和气势，又能做到“宅”的闲适与情调，“府”与“宅
”结合得如此到位，原因何在？
当我看到更多的有关张作霖的史料，努力走近大帅府的主人张作霖的时候，我发现我过去对张作霖了
解是多么片面，抛开张作霖是个军阀这一不争的事实而外，我们从他对孙中山等一大批朋友的态度和
做法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为人，从他对文化、教育和铁路建设的努力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有着抵
抗日本侵略、造福桑梓的情怀，尽管他与日本有勾结，有利用，尽管他有着强烈的军阀意识，但他仍
是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军阀，正是这一可贵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张学良。
张氏父子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才演化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对外来文化的自主创新
感！
多年的积累和数年的研究，在这本书中已经有了答案。
    多姿多彩的建筑，花园式的人居环境，美不胜收的文化艺术，无不在昭示着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
文化、艺术的相亲相融。
    大帅府融人人造山水、传统道德、伦理秩序、民俗文化、建筑理念于一体，历经岁月长河反复洗礼
，沉积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作为一个民国建筑群，它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创造性地演绎了西方古典的建
筑；作为一个军阀生活起居的场所，它承载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兴替演化过程。
有道是，沈阳大帅府、人生大舞台；雕梁画栋今尤在，歌罢曲尽人留香，千古美名传。
    一个有着太多故事的帅府，一个最后承载着古老中国婚俗的帅府，一个有着说不尽的传统文化艺术
和民俗的帅府，一个有着无穷魅力的西洋建筑的帅府，正在向我们展示着它美丽的姿容、绚丽的文化
、永恒的历史。
    2008年8月15日夜于家中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军阀第一府宅>>

编辑推荐

这本《民国军阀第一府宅——大帅府》由曲香昆著：建筑因其经典而长存，人物因其德行而不朽。
    开启重重院门，拂去世纪尘埃，湮没的历史活化眼前。
    解开建筑谜团，驳析传说故事，历史的真相还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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