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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旋乾转坤、
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的焦点和中心人物。
1936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第
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也改写了中
国现代史进程。
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奋不顾身，亲自资本家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
由，沦为“政治囚徒”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被软禁时间之长竟创下世界纪录。
在他身上，完整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千古功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学良全传（上下）>>

作者简介

张学继，男，1963年5月生于湖南冷水江市。
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工程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
国宪政史。
主要著作有《蒋百里生平与军事思想研究》、《陈其美与辛亥革命研究》、《民国前驱陈其美》、《
陈立夫传》、《张作霖幕府》等，发表论文有《留日学生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作用》、《有贺长雄、
古德诺与民国初年的宪政体制问题》、《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孙科与1943-1946年的民主宪政运
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联合政府”的几个问题》、《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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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序言 第一章 军阀之长公子  “双喜”临门  立志救国  “小丈夫”  迈进讲武堂 第二章 非凡的“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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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莫须有的公案”  究竟谁不抵抗 第六章 不抵抗中的抵抗   有限度的抵抗  不战而弃锦州  撤汤
玉麟受阻  与汪精卫交恶  热河备战空忙碌  第一个跳下危船 第七章 人生的重大转折  矢志戒断毒瘾  漫
游欧洲大陆 第八章 从反共泥潭超拔  坐镇华中“剿共”  合组“四维学会”  研究共产党  誓言复士雪耻 
响应新生活运动  整顿东北军  反思不抵抗  西北“剿共” 第九章 促成“三位一体”  秘密联系中共  两
次洛川会谈  张周延安会谈  “三位一体”形成下 第十章 “逼蒋抗日”⋯⋯ 第十一章 “西安捉蒋翻危
局” 第十二章 “西望云天” 第十三章 二十二载囚禁 第十四章 三十一载幽居 第十五章 最后的自由岁
月附录一 张氏世系表附录二 纯利润这良生平大事年表附录三 1929年1月东北军序列附录四 日本关东军
沿革及编成附录五 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序列附录六 1936年东北军序列附录七 1936年第十七路军序列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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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张学良请战不成，备感失望，而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的发生，更激起他的无比愤怒。
11月22日，在日本侵略者施加的强大压力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奉蒋介石的命令，命令上海市警察局
逮捕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七位著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
良七人。
这是蒋公开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之举。
爱国者有罪!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人士谴责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七位爱国领
袖。
    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与救国会领导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张学良认为救国会领袖与自己主张相同，意见一致，爱国无罪，因此格外关注这一事件。
为此，张学良于11月23日亲自驾机飞抵洛阳，晋见蒋介石，一是请求蒋批准东北军改编方案，二是要
求将东北军开赴绥远抗日，三是当面请求释放被捕的“七君子”。
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对亲信谋士黎天才说：“他如果仍然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发动抗战毫无诚意
，我将要考虑自己的问题。
”    到洛阳后，张学良首先交上东北军改编方案，同时口头要求率领东北军赴绥远抗日。
对此，蒋答复说：“日本无意扩大绥东冲突，现在应该集中力量剿共。
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
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
除非委员长去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一番。
”蒋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和东北将领谈话。
”当时蒋的自信心很强，认为凭借老调重弹，可以统一军心。
    最后，张学良要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同时说明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才可称
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
蒋介石断然拒绝，张学良愤怒地质问道：“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
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大发雷霆，指着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
样做，就是革命!”“除了到西北，除了你张汉聊，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没有人敢这样批评我。
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两人再次不欢而散，矛盾开始尖锐和表面化
。
    当时，蒋介石已意识到“东北军之军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共之举，几将功亏一篑”。
加之蒋的调兵遣将工作也已经接近完成，于是，蒋介石决定趁热打铁，再次前往西安，亲自坐镇指挥
，加紧实施“围剿”陕甘宁苏区计划。
    蒋介石从洛阳动身前往西安之前，曾多次召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万耀煌等高级将领
开会或个别秘密谈话，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将东北军调出潼关，调往河南、安徽等地驻扎，同时将豫
鄂皖绥靖主任公署改为委员长开封行营，以张学良为行营主任，以“作曲突徙薪之计”。
陈诚还建议蒋介石最好留在洛阳不要动，或者干脆进驻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下的甘肃平凉，西安绝对不
能再去。
当时在场的陈布雷、贺耀组、何廉等人也一致表示赞同陈诚的意见。
    但蒋却认为非自己去西安不可，否则不可能解决西北问题。
他说：“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去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
要抗日，一定先要安内。
要安内，必须剿灭共产党。
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
产党。
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
我相信，向东北军、十七路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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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自信，与前不久不发一枪就平息了两广陈济棠、李宗仁发动的反蒋事变有
关。
西南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蒋有些得意忘形，认为西北问题总不会比西南问题更难解决。
他很自信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我相信我的威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    P372-373(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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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家喻户晓的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充满传奇性和浪漫性的历史人物。
其言其行，使人有幽默感和真实感，予人以难忘的印象，为大家所欣赏。
如能准确地记录下来，确能成为一部生动而有趣的传记。
    ——蒋永敬(中国台湾历史学家)    张学良是海峡两岸知名度很高的世纪传奇老人，平生足以写成厚厚
的一部史书，他的家世、他的情史、他的功业，都为人津津乐道。
    ——聂传清、曹宏亮(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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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
本书真实再现了爱国名将张学良辉煌而悲壮的一生。
他作为少帅的成长历程，“西安事变”前后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后半生充满神秘色彩的幽禁生涯⋯
⋯一路娓娓道来，让你对这个爱国名将更加爱戴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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