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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张学良是近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过去一百年，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风云人物涌现，但真正能改变中国发展轨迹，改写中
国历史的人物屈指可数，而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上，凭借其爱国心、民族情，作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挽狂澜于即倒。
　　张学良有着传奇的一生。
他的活动多次改变了历史的方向：&ldquo;皇姑屯事变&rdquo;后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统一于
国民政府；&ldquo;西安事变&rdquo;促使蒋介石抗日，掀起光辉灿烂的一页，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更
为自己的人生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心系统一的爱国情操彪炳史册。
他戎马生涯几十载，是一个爱国的人，曾经说过为了中国，什么都可以放弃。
所以他宁愿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换取民族的统一。
这位世纪的老人最后在赵夫人的陪同下，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张学良将军于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夏威夷与世长辞，享年10l岁。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去唁电，高度评价张学良的历史功绩，誉其为中华民族的千
古功臣。
这正道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对张学良的怀念与颂扬。
　　《张学良口述历史》系缘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
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先后录下的11盘录音带。
录音带标注录音时间分别为：1990年1月25日、3月16日（2盘）、4月12日（2盘）、4月20日（2盘）、4
月27日（凯悦饭店，2盘）、5月3日（亚都饭店，2盘）。
强调内容的时间跨度从1900-2001年，全景式地展现了张学良的百年风云际会。
　　张学良是在看了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后，派人找到唐德刚先生，说张学良想请他吃饭
。
就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表示想请唐为他写回忆录。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全部的预定工作，唐德刚至今仍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他认为，像张学良、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和宋子文这些人物，&ldquo;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
制造者。
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
史做平行的研究。
&rdquo;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ldquo;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
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
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
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
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
&rdquo;张学良将军辞世后，唐德刚先生在助手的帮助下，历经数年，精心整理录音资料而成本书。
全书以张学良的自述为主要内容，再现了张学良精彩绝伦的一生。
作者忠实于张学良的自述，其历史记述全部以张学良将军本人的自述为中心，是张学良人格魅力的反
映。
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传主的尊重，为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
　　该书的出版对大众读者以及历史研究者，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口述历史>>

内容概要

回首百年，张学良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
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却从此被幽禁半
个世纪，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有关张氏生平的书，但少见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
本书由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担纲完成，以张氏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正好
地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
更兼唐的论说精辟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
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
生动。
 　　张氏的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
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
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
　　在张氏印象里，张作霖吃饭，四菜没汤；张作相节俭，一个鸡蛋分两餐；叶公超好色，顾维钧风
流；蒋介石只剩下了个派头；汪精卫、陈璧君的奇妙夫妻档；胡汉民发牢骚；孙中山一句话论东北局
势；郭松龄宁折不弯，吴佩孚浪得虚名，阎锡山见风使舵、张宗昌能战、孙传芳不甘寂寞，以及溥仪
溥杰，没落皇室家族的种种⋯⋯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
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
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
比。
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本书附赠访谈原声原景CD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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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德刚，著名历史学者，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
长期致力于美国史、亚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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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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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儿，随便给你么”  3.大帅本是草莽英雄  4.父亲有雄才第二章 年少时：将门父子情  1.少年聪慧  2.本
想学救人，却变成杀人第三章 女人们：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1.贤妻良母于凤至  2.我和赵四  3.非
常喜欢梁九小姐  4.很金女朋友  5.叶公超、顾维钧逸事第四章 内战和将领们  1.我的带兵之道  2.吴佩孚
：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3.郭松龄：宁折也不弯  4.南口军纪案  5.张宗昌之死  6.厌倦了内战  7.我就
想自个儿逃了第五章 不做东北皇帝第六章 “九一八”与西安事变第七章 余生：英雄坐老外编 唐德刚
论张学良附录 朱大元帅的早年生活和事功本书所述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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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还有个姨，就是我母亲的妹妹，她的儿子来找我，我做事情啦，他来跟我商量。
他说你给个顾问呐，我说为什么给你个顾问？
顾问不是我给的呀，那是政府的职位。
他说你给一个就行了呗，你能给旁人怎么就不能给我？
我说你能干什么，给你个顾问？
你有什么理由能当顾问，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功劳可以当顾问呐？
他说你不认亲。
我说你要钱，我给你几个钱，就行了呗。
那国家的玩意儿，能随便给你么？
他就说你这人一点也不认亲，你一点忙也不帮我们，也不说点儿话。
　　我们家的亲戚都说我不认亲。
　　3.大帅本是草莽英雄（王家那件事后）我父亲没办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军。
那时候毅军是宋庆的部队，当他的部下。
　　我父亲年轻时候，也很会挑很会打的，人家挑他当护兵。
那时候叫&ldquo;戈什&rdquo;，我想这可能是满洲话，后来我父亲的那些卫士还有叫&ldquo;戈
什&rdquo;的。
他们这个&ldquo;戈什头儿&rdquo;叫&ldquo;戈什达&rdquo;，于学忠的爸爸就当头儿，我父亲给他当过
部下。
　　我父亲给宋庆当卫士，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宋庆对我父亲很好，很不错，后来过了几年，我父亲
就升官了，是外委，这个官就是现在的准尉，那时的绿营官制从前面数是副（将）参（将）游（击）
都（司）守（备），后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个外委就是一个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荣耀回家，我父亲就回到我们乡下来了。
　　这时他离这个土匪的名声就越来越近了。
　　刚到家里，乡下旁的人就给我父亲送信，说王家的人看见你回来，上乡政府报告去了，要抓你。
没办法，我父亲又跑，没回军营去，军营在哪儿呀？
在鸭绿江那儿，那时候宋庆驻到朝鲜去了，我父亲也到过朝鲜，那时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战争。
　　他没办法，就跑到一个地方。
他认识那儿的一个人，一个兽医治马的，他就跑到那儿避难去了，帮着人家，当一个下手，所以我父
亲会当（做）兽医（活）。
　　就打这儿起，他反而起来了。
　　那时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叫贩马的，就是偷人家马来
卖，都差不多，都经过这个兽医，都在这个地方转手。
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
后来他们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亲的朋友。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
村庄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起来的，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当过打劫那样的土匪。
那他这叫什么？
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几个人，做&ldquo;保险队&rdquo;什么叫保险？
就是咱们唱戏的那话&mdash;&mdash;坐地分赃。
就是你这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那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个月给我多少多少钱。
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经过，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
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
其实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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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人，详细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有张作相、张景惠，这是我知道的。
　　[编者注1宋庆，1820-1902年，字祝三，山东蓬莱人，清代将领，手下军队号称&ldquo;毅
军&rdquo;。
于学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东北军高级将领。
张景惠，1871-1959年。
字叙五，辽宁台安人，老奉系将领，&ldquo;九一八&rdquo;事变后曾出任伪满洲国伪职。
　　接下来来了这么一个人，叫海沙子，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给我讲的一段儿。
　　海沙子这个人势力很大，我父亲才有十几条枪，这个人有二十多条枪，在那个地方势力相当地大
。
他经过一个村寨，就是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八角台，现在叫台安县。
完了他就要钱，要过路费，管人要钱。
我父亲说那不行，我在这儿保护，你在这儿过要不要钱？
那个人说要，你不给我钱就要打，我父亲说，我呀，负责这个地方的责任，在这块儿我拿人钱，咱俩
一打的话就把这个村庄打得混乱了，咱俩对打好不好？
我父亲身上有伤就是这回落的。
他说你的人在那边，我的人在这边，咱俩开枪对打，你把我打死呢，我这个地方就归你，我把你打死
呢，那你的部下归我。
　　两个人对打，我父亲身上落了一枪伤，他一枪把那个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归我父亲
了。
　　海沙子的第二个首领就是汤玉麟，汤玉麟不是我父亲的老底柱，所以后来汤玉麟总是不大好，他
就带着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
我父亲只有十几条枪，再加上二十几条，这时候就有了四十多条枪，那么自己再弄点儿，就弄了五六
十条枪。
　　在当时呀，辽西那一带有&ldquo;四霸天&rdquo;，四个霸天呐，我父亲就成为&ldquo;北霸
天&rdquo;，势力相当大了。
我不知道那其余几个是谁，那个冯庸晓得吗？
冯庸的父亲就是冯德麟，也是一霸天。
　　后来，义和团这个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这个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谁一说土匪、土匪，我父亲被
叫做土匪就这么来的。
人家说我父亲是被招安的，投降的，这个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亲还出去打仗呢，那时还没招安呢，有土匪他还去打呢。
我的小名叫双喜，后来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双喜了。
为什么叫双喜呢？
我父亲出去打仗，打了个胜仗，回来（时）生的我，双喜临门，所以乳名就叫双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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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 唐德刚撰写）》讲述了张学良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
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
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作品完整地反映了张学良将军这一杰出的历史人物，读者会通过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坎坷经历，洞悉与
寻觅他人生最后岁月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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