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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

人不知道他，但几乎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

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901 年 6 月 3 日出生

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

党将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 年

张作霖被日本军人炸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

东北。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

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

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

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

气节，为了谋求集中全国力量共同御侮，他于同年 12 月，以“易

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

海空军副司令。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直被软禁，在 1946 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

议上，中共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没有成功。后国民党撤往台湾，蒋介

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1988 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逐

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 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

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时 50 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

享年 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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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打开书去探

索少帅那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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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追朔渊源,大帅之子 

流年碎影,后起之秀 

1875 年 3 月 19 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山海关内大江南北正

是万物萌动、春燕啄泥时节，而关外的东北仍是冻土未化、春寒料

峭，一片寒萧景象。在奉天海城掌驾寺村的一个赌点里，却是烟雾缭

绕、人声鼎沸，赢钱的狂叫声和输钱的骂娘声搅混在一起。赌徒们一

个个猩红着眼睛，撸着袖子，死命地盯着自己投押的赌注。随着一声

“开庄”，一个穿开花棉袄的汉子狂叫起来“哈哈，俺赢了，俺赢

了”。其他赌徒正暗自沮丧与气恼，忽听“嘶嘶”之声，抬头一看，

原来那汉子的棉袄袖子已糟，经不起他这一番抡臂踢腿的折腾，脱落

了下来。众人不禁哄堂大笑。恰在此时，一个黑瘦的孩子跑进来告诉

那汉子，家里又生了一个小弟弟。那人喜不自禁，以为是儿子给自己

带来了好运，一溜烟跑回家里去了。 

这个新生儿就是后来叱咤风云、曾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

作霖。当然张作霖是后用之名，这时叫做张霖，乳名老疙瘩。那个赌

徒是其父张有财。张作霖出生之年正是光绪帝登基元年。 

张氏一系远祖李姓，世居河北大城，后其祖上过继姑家改姓张。

清道光年间，河北灾害频仍，广大人民无以聊生，不得不冒险向山海

关外逃荒移民。关外的东北地区是满清皇族的发祥地，以前历朝都颁

有禁封敕令。道光初年，朝廷对关外驰禁，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农

民闯关移民以求生存，于是形成连绵不断的“闯关东”浪潮。张作霖

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居海城的。经过张家几代人白手起家的辛勤

劳作，到张作霖祖父张发持家时，日子虽不殷实却也可勉强度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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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张有财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张发给儿子取

名有财就是希望他能继承祖业，发家致富。岂料张有财不务正业，终

日游手好闲。时他已娶妻邵氏，生一女儿，合家上下指望着他糊口。

但张有财嫌弃务农，想选择一条“不费力又快捷”的生财之道，便相

中了赌博这一行业。张有财嗜赌成性，还设赌场抽红。然而事与愿

违，张有财常常输得一名不文，负债累累，全家生活毫无保障。生活

的艰辛和折磨使他的结发之妻和女儿相继过世。后张有财继娶王氏，

有三子，长子张泰，次子张孚，幼子张霖。后来张有财在三个儿子名

前分别加个“作”字，老疙瘩更名张作霖，字雨亭。 

张有财虽又成家，却仍未能立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

移”。他不顾家人饥寒饱暖，终日嗜赌如命。但因张有财性情暴虐，

常与村人争吵打架，村人对他或避或辱，无人理睬。张有财深感在村

中已无立锥之地，遂几次搬迁，后在栾家铺子定居。经过这一番三挪

四移，本来穷困不堪的张家真正是家徒四壁了。迁居后张有财仍恶习

不改，赌博成性，欺凌乡里。后因与村中无赖王小二结仇，一天深夜

被王小二袭击，一命呜呼。王小二逃之夭夭，张家无力报官，案件遂

不了了之。王氏靠邻里凑钱草草埋葬了张有财。此时张作霖年仅十四

岁。后海城西部地区发水灾，张有财的棺木被水冲到下游叶家铺子河

畔搁浅。家里无力搬运，此地又是无主之地，于是顺势埋在那里。张

作霖做了大元帅后，就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认为张有财的墓地是

“龙穴”，保佑张作霖能够发迹。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甚为流行，村

头子牙河边有两棵老槐树，清光绪年间，忠亲王与太平军激战于此，

太平军数十人围住亲王，以箭射之，亲王借老槐树庇护，安然无恙。

张作霖之能高官得做，是有家乡老神树的保佑。这两种说法有异曲同

工之妙。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附会，但这些有意无意的附会或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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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张作霖官位之显赫。试想如果张作霖始终是一介草民，这些附

会就成为无源之水。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事实是张作霖飞黄腾达了，

官至殊位，一部分人出于为名者讳和趋奉的心理，编造出种种说法掩

盖大元帅年幼家贫无力葬父的事实和附会他发迹而为其脸面上贴金

吧。 

张作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就跟随父亲出入赌场，耳

濡目染，渐渐谙熟了赌场中的门道，小小年纪便已是赌场老手，人称

“老油子”。村人对之侧目，并讽谑曰“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说

并非虚妄，张作霖的赌博成癖、泼皮无赖性比其父张有财大有“青出

于蓝胜于蓝”的意味。王氏虽极疼爱这个老疙瘩，然怕他步其父后

尘，也为了维持生计、补贴家用，便让他在赵家庙趸卖包子。一天细

雨霏霏，下得人心烦意乱，张作霖的一篮包子未售出几个。正烦闷无

聊时，忽见几个老太太玩纸牌赌钱，立时勾起了张作霖的赌瘾，心中

仿若有千百条虫在爬，奇痒难忍，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牌。几个老太

太对他那点寒酸家当了如指掌，不肯与他玩。张作霖强词夺理地以包

子做抵押，强行加入。结果他一人大输，恼羞成怒，抓起桌子上的钱

转身就跑，并大喊“钱被大风刮走了”。阴雨连绵，哪里来得大风?

几个老妪焉能追得上一个少年气盛的后生，被气得七窍生烟，叉着腰

跺着小脚将张作霖臭骂了一顿。张作霖却不以为意，在不远处向老太

太做鬼脸，还嬉皮笑脸地说“下次你们别跟我玩了”。纯粹一个地痞

无赖。更有甚者，他将邻家的猪赶下水，然后扮做见义勇为者下水救

猪，让邻里人感激得将张家欠下的债务一笔勾销不说，还忙不迭得送

礼感谢呢!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是一个极贤淑温厚的妇人，张有财死后，独自

抚养几个孩子，真是举日维艰、度日如年。万般无奈之下，王氏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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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回到广宁县赵家庙二道沟子屯娘家暂住。当时民生凋敝，张作霖

外祖父家与张家景况彼此彼此，相差无几。又逢张作霖的大哥张作泰

患痨病，这真应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谚语，本来就在温饱边缘挣

扎的家里委实拿不出一个铜板治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一点点地

吞噬了张作泰未满二十岁年轻的生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

刚丧夫又痛失爱子的王氏痛断肝肠，在漫漫黑夜里默默垂泪，一面怨

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一面因未给张作泰治疗而受着良心的谴责。白日

里王氏还要咬紧牙关，勤劳苦作，抚育膝下的几个幼子。张作霖此时

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如狼似虎，饭量奇大，王氏那

些针线钱对他的需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张作霖因时常过着饥饱难

料的生活，成年后身材矮小，这算得一个相关原因吧! 

张作霖这样一个市井无赖，也并非大字不识、一介草莽。他幼时

还曾受过几个月的启蒙教育，写的一笔“龙”字还蛮有风格呢!当时

尚无学校，适龄儿童一般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需要一笔不小的费

用。张家贫寒，生活尚不保，又哪有余力供张作霖读书呢?所以他至

十二岁还未识得斗大一字。有一次张作霖闲极无聊，遂走进村中私塾

贴窗聆听，又抠破窗棂纸偷窥，见私塾先生杨景镇摇头晃脑讲得起

劲，感觉很新鲜，也很想读书。一连几日都去偷听，后被杨景镇发

现，问明情况同意他免费来读。杨景镇何以如此热心、如此有爱心呢?

其实不然，当时人们生活困苦，食不果腹，没有余力供孩子读书，村

中幼童求学甚少，杨先生徒有满腹经纶，无处兜售。杨见张作霖如

此，误以为他是好学之徒，对这样的学生求之不得，所以才破例允他

免费入学。张作霖生性聪颖，未及多日，学业大有长进，深得老师欢

心。可是假以时日，张作霖的顽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他不愿受管束，

常常欺凌弱小同学。老师用戒尺教训他，他却一把夺过戒尺折为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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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狠狠向地下一掷，忿忿地表示不再读书了，张作霖的学习生涯就

此夭折。及至日后他纵横捭阖于政坛，时常出丑，才深感读书的重

要，后悔不迭，这也使得张作霖对文人重视有加。他还曾请杨景镇为

子女张学良、张学铭、张冠英等启蒙，父子两代同事一师，留下一段

佳话。 

“无恒产则无恒心。”张作霖早年因家世贫寒无以为生，又无土

地经营，只得终日游荡乡里，成为地道的“无产者”。这成为张作霖

日后投身绿林及闯荡政界的决定因素，因其无恒产，他的小农求稳求

安定的意识便很淡薄，与其挨饿受穷，不如起来拼搏一回，或许有意

想不到的结果；再加上张作霖少时养成的胆大心细、孤注一掷的性格

和幼年浪荡的种种经历都为他日后的发迹埋下因子。 

晚清的东北尤其是辽河下游地区强盗横行，土匪流窜，是地道的

“土匪窝”。造成如是情况，一方面因东北是满清统治者的“龙兴之

地”，多年的封禁政策使此地的经济大大落后于关内，富饶广阔的黑

土地急待开垦。19 世纪初，虽然中原不少移民闯关开发辽河下游，

但从整个地理区域来看，被开发的地区宛如点缀在草原中迎风飘摆的

小花一般星星落落，广袤的大地仍是一望无垠的密密苇塘。这一充满

野性的自然环境，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地

区常年兵戎相见。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疯狂进犯辽南，辽河

下游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00 年沙俄侵略者为吞并东北实现其

“黄俄罗斯计划”，将魔爪伸向东三省，昏聩的清廷把东北视为鞭长

莫及的边陲地区，束手旁观，任人宰割。1904 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

中国的权益，在东北境内枪弹相接。1905 年沙俄战败，借地赔偿，

将东三省南截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常年的兵戈之争辅以大小官僚的

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广大人民生存无着。这之中，有不堪忍受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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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造反；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有不肖之徒啸聚而起，趁机劫掠民

财；有散兵游勇流窜各地，危害四方，使得辽河地区土匪蜂涌。 

当时东北人民把土匪通称为胡子，胡匪又分马、步两种。在林区

半林区地带，山高林密，马匹难以驰骋，胡匪多以徒步为主，作案后

易靠山林躲避追捕；而在冲积平原和草原地区“马贼”居多，能充分

发挥骑马抢劫聚之快、走之急、来去飘忽、难觅踪影的优势。张作霖

青少年时期曾学过兽医，经常给马匪医马，结交了不少“绿林豪

杰”，对他影响甚大。从自己闯荡多年的经历及胡匪身上，张作霖渐

渐懂得“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就拿他的婚事来说吧，当他还是

乡间一浪荡子时，向赵家提亲，女方母亲、舅父皆激烈反对二人婚

事。及至张作霖投毅军升任哨长，白马红缨回乡后，女方家的态度竟

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对他殷勤备至，惟恐张作霖悔婚变卦!女方前

倨后恭，全是一个哨长官衔带来的。 

胡匪头子那种耀武扬威、吆五喝六的生活刺激了张作霖蠢蠢欲动

的野心。当然，更直接刺激他的还是物质利益。当时东北民间流传着

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

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充分反映

了大多数人投奔绿林不过是混碗饭吃，自由自在地保证生活的心迹。

张作霖当然为这些利益诱惑所动，更为那种虚荣的生活所惑，按捺不

住争权夺利之心，遂起而行动。但直接促使张作霖投身绿林的还是赌

博引起的。张作霖为了炫耀，时时言语中吹嘘与土匪关系不错。有时

他赌钱大输，囊空如洗，常常耍赖不给钱，并借土匪头子威名压服对

方。后被人告官，诬他与其兄张作孚私通匪首，被捕人狱。在狱中，

张作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终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张作霖深感羞辱

与气愤，遂决定铤而走险。1897 年春，他先投广宁土匪董大虎的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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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不久退出，遂纠合二十多个绿林兄弟自己拉起队伍。但因其根基

浅，又无自己固定的势力范围，遂不得不去投靠程敬芳帮派。在此匪

帮中，张作霖的主要职务是看守绑架来的“肉票”。土匪黑话将绑来

的人质称为“秧子”，他们被圈禁在“秧子房”中，由“揽把”管

理。张作霖在入帮后就被派来做“揽把”。在看管过程中，张作霖要

不断用各种酷刑拷打被绑人员，以使其惨情传入家人耳中而尽快送来

赎金。后张作霖感到这种做法实在不当，尤其对绑架女人质不满，遂

脱离程匪帮，回到赵家庙。 

1900 年，在岳父赵占元和乡绅李龙石的帮助下，张作霖建立了

一支“保险队”活动在赵家庙一带。“保险队”，又叫“大团”或联

庄会，是下层士绅、富户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豢养的地方乡兵性质的

组织。当时土匪横行，俄国侵略者也时而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士

绅、富户遂招募来一些土匪，划分“保险区”，保护居民免受其他匪

股、散兵游勇的劫掠。张作霖见保险队相当于地方性乡兵，十分稳

定，又便于日后结伙壮大力量，于是拉帮组建。张作霖建立保险队并

非出于高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受雇于他人罢了。但他建

立的队伍，纪律严明，对抗土匪应付自如，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

用。为时不长，张作霖声名鹊起，十里八村无人不晓，把他看成救命

菩萨。 

当然张作霖的发迹并非一帆风顺，在绿林道上混迹的人，每个人

发家都伴随着一段险象环生的历史，把命陪上的也屡见不鲜。张作霖

也不例外。他初出道时，在赵家庙西北，还有一个势力不小的金寿山

大团。金寿山原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不愿忍受军纪束缚，回家

啸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大团。后他还与俄军勾搭成奸。俄国人见张作

霖势力日益壮大，想拉拢他为己所用，遂派金前去做说客。金寿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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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张作霖之日正值张作霖娶二夫人卢氏的吉日。张作霖瞧不起媚骨的

金寿山，当面予以严词拒绝，毫不留情。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丢了

面子，心里十分窝火。恰在此时，张作霖受中安堡百姓之邀，将保险

队移驻中安堡镇，这无异于在金寿山心脏扎了一刀。中安堡镇本是金

的势力范围，人民不堪其暴，才请张作霖加以保护。如此一来，金寿

山的收人大大减少。旧仇新恨一并涌来，金寿山暗自咬牙：张作霖真

他妈的活腻歪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金寿

山恨不得一口吞掉张作霖，但碍于实力又不敢强攻。后他派人混进张

作霖的队伍卧底，摸清其防御部署，于 1901年 2月 18日阴历除夕之

夜率部偷袭张作霖。张作霖疏忽大意，毫无防范，仓促间被打得丢盔

弃甲，四散奔逃。时张妻赵氏身怀有孕，长女冠英年幼力弱，行动迟

缓，张作霖的心腹汤玉麟、孙福山各负一人终得突围而出。 

人的命运实是吉凶难测，不知何处是风雨，何处有彩虹。张作霖

遭此一劫，元气大伤，无奈之下，只得投奔早年打过交道的巨匪冯麟

阁。冯麟阁又名冯德麟、冯玉祺，字阁忱，是辽西巨匪之一。当时他

和杜立三、洪辅臣三足鼎立于辽西。而张作霖要去冯处，必须经过八

角台。八角台即现在的台安县，是辽河西岸的交通要塞。时八角台商

会头目张子云见张作霖借道，情知硬顶不住，只好用怀柔政策，想用

好言好语把他打发走就算了。张子云亲自率人将张作霖迎进镇来，礼

仪隆重，这哪里是败亡之徒借道，分明是凯旋将军班师。相见之下，

张子云暗道：还以为张作霖是个面目狰狞、举止野蛮之徒，不想却是

这般文雅儒气、彬彬有礼。张子云心中顿生爱慕之情，遂留张作霖在

八角台立脚。张作霖正愁无处容身，此来正中他的下怀。时八角台保

险队队长张景惠胸无大志，头脑简单。而张作霖经多见广，办事有

方，张景惠遂推张作霖为头目，自己甘居次职。张作霖心里喜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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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嘴上却坚持不受，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演绎了一场让贤别走之

剧，掩人耳目。后经众人强留力荐，张作霖才算答应。张作霖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八角台就成为他日后发迹的基地。 

张作霖这一“塞翁失马”事件之后，在八角台扎下根基，使用各

种手段壮大自己力量。张作霖对这一套仿佛无师自通，非常懂得如何

收买人心。张作相来投奔时，他马上与张作相、张景惠结拜为兄弟。

作相行三，景惠为大，张作霖开口闭口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

作相为“我三弟”。张作霖还结交各地名士、豪强富户，从他们那里

得钱得利，用来招兵买马，很快就成为辽西一带声名远播的巨匪。然

而树大招风，张作霖的迅速崛起使得绿林同人们既忌妒又愤恨，想灭

他者大有人在。台安一带有名的土匪项昭子就是其一。此人残暴成

性，作恶多端。他勾结曾与张作霖结仇的金寿山等人合击八角台。由

于张作霖事先作了周密部署，使得项昭子的计划失败。1902 年 4

月，张作霖再施巧计，一举击毙项昭子。项昭子是“陪了自己又折

兵”，实在划不来。而对张作霖来说，这一役是至关重要的，是运气

转折的一役。从此以后，张作霖声威日渐壮大，又收拢不少散兵游

勇，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辽西一带无可匹敌的巨匪。 

张作霖这一段真是春风得意，论势力他可算得上辽西一带声威赫

赫的人物，提起来无人不知；看家庭，他这时已有一儿一女，可谓儿

女双全。若论养家糊口的目的早已达到，若论拥有自己的势力也已然

不少，张作霖似乎该满足了。可是，张作霖不是凡夫俗子，他还有更

长远的“志向”，不是那些山大王能望其项背的。 

人的欲望是无极限的。张作霖虽然成为名噪一时的绿林匪首，但

他并不甘心只是一只领队的草鸡，而终想成为出头的彩凤。张作霖曾

与汤玉麟煮酒论英雄，酒后吐真言，表示当今之世，满洲无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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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

满洲。汤玉麟直言不讳“吾意亦然”。 

张作霖热中权势，有很强的政治野心，这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他从小生长于贫寒动荡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毫无保证，任人嘲弄与欺

凌，他穷怕了，受够了。物极必反，张作霖不甘现状，必另图他谋，

以期改头换面，成为人上人，可以趾高气扬地对别人发号施令。而更

重要的深层因素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张作霖挥之不去的影响。他虽未受

过正规教育，但终究是在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影响不

可避免地渗入骨髓。张作霖以为做土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一职业

很不稳定，无发展前途，且名声不好，不仅这一代，以后几代都要受

牵连。只有做官，才是正途，才能扬名立业，光宗耀祖，为儿孙积

德；加之个人天性热中政治，几个因素组成的合力必然将张作霖引到

受招抚这一轨道上来。 

当时的盛京将军是增祺。增祺，字瑞堂，满洲镶白旗人。1894

年署黑龙江将军，1897 年任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1899 年任盛京

将军。满洲是皇族发迹之地，让增祺管理可以确保其无异心，保证满

清的根基地安稳。但东北地区的胡匪之多之乱却也让这位将军大伤脑

筋。增祺见武力剿伐胡匪收效甚微，遂改变初衷，饬令地方官员对绿

林实行招抚政策。张作霖对官府早已情有独钟，如今有脱胎换骨、进

入仕途的契机，自然大喜过望。可是谁来做牵线搭桥的“月下佬”

呢，总不好自己去投怀送抱吧?张作霖深知那样会得不到官府信任，

自己从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正在他愁眉不展时，天公作美，为他送

来了“红娘”。她就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如夫人。1899 年增祺调任盛

京将军，时隔一年，即 1900 年庚子事起，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清掌

政者慈禧老佛爷出逃。俄国乘机进占奉天，增祺狼狈西逃义县，将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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