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流故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流故居>>

13位ISBN编号：9787563351251

10位ISBN编号：7563351256

出版时间：2005-0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洁

页数：307

字数：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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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流故居>>

前言

边走边说爱旅游，总在工作之余多跑一些地方。
曾为自己起了个“定期放风”的网名——只要有机会，就想让脚步和心情一并放飞。
爱读史，总想在史料里和历史遗址上发现或验证一段真实。
似是而非的东西看得太多，往往就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职业为我提供了放飞与阅读之便。
我在每一座到过的城市里不遗余力地读风流人物的旧居。
这既是轻松的旅游，也是劳心的阅读。
我把曾经显赫的宅第当成了一间问温故的私塾。
温故为了知新。
有意无意地，我会走入幸存的或正在垮塌的或干脆已经消逝了的旧日名宅前，静立一会儿。
心中快速翻检着有关斯人的条目，便会对那段因斯人而生动了的历史有一种直观的认知，甚至会产生
与冥冥中的故主人交谈的欲望。
仆仆数年，孜孜不倦。
当然，构成中国近代史的绝不只我在本书中写到的这八座城市，而且，这八座城市的文化品质也绝非
这本简单的“读城手册”所能概括的。
每一座名城都是一部奇书，甚至我“遇”到过的每一位风流人物都是一部奇书，百年中国正因这些政
治、军事、文化精英的先后出场才变得格外热闹。
只因本人才疏学浅（绝非自谦之词），故只能将精英们在这八座城市里的故址记录下来。
愿我的文字与图片能让更多的有心人去寻访这些故居的时候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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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座故宅，也是一个舞台，承载了说不完的悲欢，上演过道不尽的风流⋯⋯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游
记类作品，作者寻访民国，落脚点是中国的八座文化名城（沈阳、北京、开封、青岛、绍兴、杭州、
上海、南京），分为“南方篇”与“北方篇”，聚焦点是城市里的名人故居，谈论的是过往的风流人
物。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部奇书，每一位风流人物也都是奇书一部。
张作霖、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白崇禧、蒋经国、蔡元培、沈从文，等等，百年中国正因这些政
治、军事、文化精英的先后出场才变得格外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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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1957年生于青岛市。
下过乡，做过工，现为《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工作人员。
著有《百年独语》、《文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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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的沈阳市，晚清和北洋时代叫奉天。
苍茫的辽河平原上，原本是没有这座城市的，到了辽国，人们才在沈水的阳坡上建了一座城堡，名沈
州。
后来，金灭辽，元灭金，明灭元，清灭明，五六百年间，几度民族征战过后，这座南下北上必经之路
上的军事要塞，越建越大，名字也由沈州而沈阳而盛京。
等剽悍的八旗子弟兵杀入山海关内让年号“顺治”的小皇帝坐定紫禁城后，盛京便不再是大清国的兴
盛之京，成了“留都”，并改名“奉天”。
好学的清朝统治者仿的是汉人皇家成例——你们不就把南京和北京改为应天府和顺天府了吗？
应天、顺天、奉天，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是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朕乃天子，命中注定，切勿眼红
！
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将奉天将军和奉天巡抚所辖的广袤黑土地设为了奉天省，“奉天”便
又成了关外第一省的名称。
前奉天城里，努尔哈赤和其子皇太极的朱墙金瓦的阳宅与阴宅——沈阳故宫与东陵、北陵，无不在向
世界显示着一个王朝的崛起与强盛，每个乍到沈阳的人，都会慕其名而前往参观。
所以，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沈阳的时候，就把那些前清的辉煌遗产看了一遍。
然而，沈阳还有一种独有的历史遗产，却久被世人忽视，这便是中华民国北洋时期奉系要人们的府第
。
因为这个草莽里杀出来的军事集团的存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才平生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场
景。
民国初年的奉天，在史家眼中，也许难比清朝前期的盛京那么要紧，但在我看来，却因距今天相去不
远而更引人入胜。
今秋，当我第三次到沈阳的时候，才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几处幸存的将门帅府搜寻了一圈儿。
真巧，我总是在秋天踏上这片黑土地。
秋是东北最美丽的时节，长风拂净了所有的浮云疑雾，让天亮出了豪爽到底的湛蓝本色；大地像星期
天的女兵，脱掉了一统的绿衣而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时装，尽显着固有的美丽与多姿。
趁秋阳无遮无拦视线无拘无束，我想用自己的眼睛打量那一段被妖魔化了的奉系历史。
奉系领袖张作霖，字雨亭，时称“奉张”。
这个出生于辽西平原贫寒农家的穷小子，非但没有显赫的身世与科举的功名（这可是封建时代走上仕
途的仅有的两条路），反倒有过当“胡子”（东北人对土匪的代称）的极不光彩的履历，但他却能带
领一帮和他一样没有家庭背景与文化基础的老伙计们（打短工的、盖房子的、卖豆腐的、当土匪的，
他当土匪前还是相马、医马、骟马的），在辽阔在黑土地上一气打拼成功——十几年间，奉系成为拥
兵二十万的军事政治集团，他本人也由驻守奉天的陆军师长一跃而为一度把持中央政权的中国头号人
物。
在那样一个被正统观念禁锢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异数吗？
孕育奇迹的地方，当然要先看，所以，一大早，我就来看张作霖的故家。
这也是世上唯一对外开放的奉系遗址。
“张氏帅府”在沈阳古城的南城墙内，那道城墙，早已被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所取代，路曰“南顺城
路”，是一条车辆如流的交通干线。
三年前我曾初访此宅，大门外挂的是“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和“张学良故居陈列馆”的牌匾；府
叫“少帅府”，路叫“少帅府巷”。
一切都与张作霖无关。
小巷与大路之间，是几座杂乱的居民楼，深深的帅府四合院和院后的大、小青楼，都被隔在了滚滚红
尘之外。
而今，居民楼已夷平，“张氏帅府”的大理石牌就镶在大门外的墙上。
豁然的府前广场让人视野大开，进入广场的东西入口处，立着一方简单的标牌：“禁止机动车、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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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宠物进入广场。
”昔日深藏不露的元帅府，终于直接面对繁华世界了。
其实沈阳人不叫这儿是“少帅府”，而是直呼“大帅府”，因为这确是张作霖主持兴建的私邸。
动工时，张是驻守奉天城的中将师长；竣工时，他已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那时，张学良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被人奉为“少帅”是为了拍他爹的马屁，名不副实嘛！
直到他继任了亡父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后，才算实至名归的元帅。
所以，称此宅为大帅府更恰当。
有清一代，军无“帅”衔，最高军衔为“将军”，只有满人才可膺任，如张作霖当时的领导赵尔巽，
因先人入了旗籍才得以出任盛京将军。
民国初期，本也无“帅”，各省一把手叫督军，“将军”只是荣誉头衔，张作霖就曾被民国大总统袁
世凯授予过“盛武将军”的光荣称号，后来更被北京政府授予“镇威上将军”殊荣。
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一大片北中国的疆土都成了这位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
经略使的辖地。
若要训话，手下的督军和省长足能站成一排，所以，这个短小精悍的人无愧于“帅”这顶鸡毛帚高帽
。
至于后来他成为代行国家元首职权的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那更是名正言顺的大帅了。
看大帅府，须花20元钱。
莫道君行早，看客已盈门，且旅游大巴正如列车般衔接驶来。
据史料载，此地本是清奉天府道员荣厚的一所旧宅，宣统三年（1911）深秋，洮南府奉天前路巡防营
统领（大约相当于团长）张作霖擅自率部赶至省城，自告奋勇地请命弹压“乱党”，得到总督大人正
式任命后，他便租下了这座宅子。
民国成立后，他从大清帝国的关外练兵大臣、二十四镇统制，摇身变为中华民国第二十七师师长，有
能力和心思拥有自己的宅子了。
于是，他买下此宅与西侧的江浙会馆，破旧立新，历时两年，重建了这座更大的四合院。
后来，因夫人越娶越多，子女因之不断增加，他便在后院东侧建了一座二层青砖小楼。
再后来，因权势越来越大，政务因之不断增加，他又在后院西侧建了一座三层青砖大楼。
没有多少文化的“雨帅”不会给两座新楼起个附庸风雅的名字，便根据其体量大小随口叫成了大青楼
和小青楼。
既是豪门，照例有宽大的影壁和气派的大门。
但破例的是正门内的横匾，却是“治国护民”四个大字——这哪是山海关外的一个年仅三十多岁的师
长有资格想的事？
进入张作霖起居、办公的二进院，才知还藏着更“恶毒”的呢：一圈儿青石浮雕嵌于窗下，其中两块
的图案是传统的狮子在吃水果和滚绣球，题字分别为“狮子吃各果”与“狮子握寰球”。
听导游讲解后才恍然大悟：这竟是寓意本师长（狮）要吞吃各国（果），要掌握寰球！
九十年前的张作霖，连省领导都不是，却雄心壮志冲云天，真得让人狠狠刮目相看！
二进院的东西厢房是当时的秘书长与秘书处办公室。
张作霖居五开间正厅，中为通道，东间为卧室、办公室，西间为会客室。
办公桌前，端坐着一个极逼真的蜡像，戴黑缎帽，穿紫丝褂，神情专注，腕悬毛笔，似拟军令状，宛
若张作霖再世。
出身贫寒的张作霖只在少时念过三个月私塾，但其字却写得并不差，会客室里就悬着几帧他题写的对
联与横幅，虽不合王颜欧柳，但有一股子乡野之气甚或咄咄逼人的霸气。
三进院是“后宫”，是他众多夫人与孩子们的住处。
张作霖一生娶过六位女人。
患难之妻赵氏与他同岁，二十岁时两人结婚，张作霖只是个军饷不多的哨长（连排长一类小官）。
后来因为穷，他回乡又干起“马大夫”的老本行，因为“胡子”们瞧马，竟也跟着落草入了绿林！
胡子是东北人对土匪的另一种称呼，这也是后来其他军阀蔑称他为“胡张”、“胡帅”的由来。
那阵子东北很乱，土匪成群，农民们一冲动就入了伙，大概如同现今搞传销的，明知不是好事也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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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都是想发财呗！
但他看不惯绑架女人质的恐怖袭击活动，便退出绿林，成了防范土匪侵扰的乡间武装“保险队”的头
领，后携三四百人接受盛京将军的招抚成为新民府巡警马队的营级军官。
在此后的频繁剿匪战斗中，他因战功而屡获升迁，至民国前夕已经是旅长一级的部队首长了。
这期间，赵氏为张家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长子即乳名小六子的张学良。
但这位张赵氏，因出身农家且形象欠佳（据说有点斜视）而无法让男人称心，丈夫把她一个人留在了
新民县的家里，自己则带着不断娶来的年轻漂亮的新妇出入官场，直至成为省城的最有实力的高级军
官。
封建王朝寿终正寝那年，赵氏也一病不起，待丈夫成为中华民国的堂堂“师座”时，她凄然谢世，时
年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的张作霖正是心身最健的时候，他已经在奉天城里拥有了三位小妾。
但发妻的死似乎很使他忏悔了，因为他不光在妻子病重时频回故家探视，而且还将其厚葬于自己家乡
的祖茔里；更有甚者，他把正室的名分一直空着，到死也未将哪个侧室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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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把曾经显赫的宅第当成了一间间温故的私塾。
有意无意地，我会在幸存的或正在垮塌的或干脆已经消逝了的旧日名宅处，静立一会。
心中快速翻检着有关斯人的条目，便会对那段因斯人而生动了的历史有一种直观的认知，甚至会产生
与冥冥中的故主人交谈的欲望⋯⋯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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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访民国:风流故居:中国城市人文地图(第2版)》中记载了沈阳、北京、开封、青岛、绍兴、杭州、
上海、南京八座城市的旧居，分为“南方篇”与“北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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