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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内容概要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
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
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
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
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
」，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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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作者简介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
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
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
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
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等書，另以中
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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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书籍目录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剛
□笑語燈前老少儒──追著張學良的歷史奧運（他序）　郭冠英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六五
張家發跡前∕大帥本是草莽英雄∕攪會傳奇∕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九五
少年聰慧∕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初露頭角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一○九
賢妻良母于鳳至∕我和趙四∕風流而不下流∕非常喜歡梁九小姐∕很多女朋友∕情色男女∕葉公超、
顧維鈞逸事∕這位先生，你怎麼放縱她到這樣子？∕馬君武誣我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一三九
我的帶兵之道∕淘氣少帥∕用人與待人∕豈能隨便給你國家的玩意兒∕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
先鋒∕意外大捷∕郭松齡：寧折不彎∕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馮玉祥、徐永昌、傅作義、張
發奎∕南口軍紀案∕張宗昌之死∕厭倦了內戰∕我就想自個兒逃了∕回不了頭的人生路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二○三
美麗的東北∕東三省易幟∕誰也休想操縱我∕孫傳芳逃之夭夭∕閻錫山幹不過我∕市長風波∕和汪精
衛的交往∕杜月笙二三事∕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墨索里尼小姐∕胡漢民：誠實非上策∕四
維學會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二六七
三個聲明∕家產可拋，國土必討∕我的事情就是到三十六歲∕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個老頭子∕放或不放
，一念之差∕跟周恩來談合作∕閻錫山沒入夥∕中央被矇了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三○五
困頓貴州，落腳台灣∕我與蔣家父子仨∕﹁懺悔錄﹂風波∕故舊雜憶∕社交記趣∕我的孩子們∕喜京
戲好字畫∕我活這麼久，是上帝的恩典！∕老來就要張狂∕說罵由你，將來發表
外編：唐德剛論張學良、西安事變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三五一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三九一
──序傅虹霖女士著《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四○三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有序）∕四○九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四一九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 兼論今後百年的華語族群∕四三五
──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節要
□附錄：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　唐德剛整理初稿
□側記：松花江上　郭采君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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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精彩短评

1、要不是在家看《少帅》电视剧，这书根本没计划要看。太一般了，不能叫口述史，少帅他自己根
本就没想留下什么历史。
2、不是个人兴趣所在，没读完。不知道以后是否会遗憾
3、敢作敢当是有的
4、礼义廉耻四维尽失，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历史的重任竟着落在张学良身上，也算是气数了。附录
唐德刚所撰文章，颇多一厢情愿为张学良洗地之词，大概是彼时许多资料尚未解密之故吧。
5、唐德刚的文写得精彩
6、哎，少年意气风发，一生从二十到三十六岁
7、可以说老帅成就了他，同时也是老帅毁了他。老帅是个真枭雄，少帅底子里还是浮浪文人性情。
8、口语太零碎，没有做书面化的整理，不太喜欢这样的风格。许多史事比如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
当皇帝等等在近年来已经为人所共知，唯尚有部分关于顾维钧夫妇、汪精卫夫妇的追忆值得玩味。
9、他只是个孩子，求别黑
10、人啊 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糊住脸 你揭开 就那么回事吧
11、知道了一些第一手历史真相。张学良本无大志，时势使然。
至于历史真相，没有人能确实了解。因为很难有人能够坦诚。
12、读读看
13、那个时候一个个风云人物，就知道这个国家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14、匪气横生。
15、听汉卿公东一句西一句的如同拉家常，实则句句爆料，非常有趣
16、汉卿啊汉卿。
17、這本書我沒辦法打分。
18、回忆大帅采人参那段，令人动容，想到”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19、好久以前想读这本书，但是繁体的读不下去。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小姑娘，在看《少帅》。所以书
又拾了起来，年前就在看，以为一月份能看完，结果拖到今天。然而过了今年，过去就再也回不去了
！
20、絮絮叨叨的裹脚布
21、老头儿一辈子率真啊
22、有血有肉的历史。
23、就这么荒唐着老了 另一种人间失格
24、听人聊天，总不自主找自己影子。比与自身，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对于张学良之种种，多久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然历史不能假设，只能鉴今。郭松龄兵变，冯玉祥投机都有可鉴之处。
25、张学良身上可能看不到党派意识归属，也看不见其本身对新趋势的解读，也可能看到一个军阀时
代逐渐萌生而起的国家概念，他所有的出发点来自国家。
26、只想说，mdzz。除了玩女人，吹牛逼自己没有憾事。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智，民国失地最多，杀
忠臣居然靠抛硬币，连朋友的妻子都要睡。顺便看了一些有些想法我特么真的不懂，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蠢啊！什么正面形象，真是日了狗了。不特么想说了，我特么真的醉了。唐先生辛苦了。
27、张学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年纪轻轻就因为家世而独当一面，风光无限，可他偏偏干的很好，逐
渐成为了东北军的灵魂。另一方面他不懂政治，过于单纯，导致东北沦陷，西安事变，又成为一代罪
人。他这一生最值得赞叹的，就是那颗从来都问心无愧，潇洒坦荡的赤子之心了吧
28、少帅的这部口述历史篇幅不长，虽然九一八和西安事变的详情内幕少帅只是点到为止，但本书中
包含的历史却也算得是珍贵异常。另外，书末唐德刚对少帅人生的几篇补注私以为恰如其分，堪称点
睛之笔。
29、口述历史美化自己了
30、最近走火入魔了，电视剧同时还看了书。只能说时事造英雄，一个有血有肉又有赤子之心的真实
的人。风流潇洒，民国时期的二代。晚年时期的赵四小姐也说，如果不是被幽禁，我和学良也不会共
度一生。
31、居然是这样的张学良，地道东北汉。虽然是个半拉子的回忆录，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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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32、16年年初在家读完的这本书，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写了两篇琐碎的文章；可以再写一篇不受影响
的文章
33、这人呐 生我的我不敢 我生的我不淫 其余的无可无不可 闲读之余也需辨辨正伪。。。
34、听其口述，志大才疏，未见真知灼见，未见大沟壑，未见其练达，只有后见之明、男女之事、些
许细碎琐事。历史把一个不合格的人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亲历历史？还是在戏台前排打了拙劣的酱油
。
35、总感觉有些话没说完。
36、虎父有犬子、
37、花花公子 军事家 政治家 热血少帅 真爱一荻
38、少帅到老依然不改其纨绔子弟的本性
39、少帅全篇碎碎念，三句不离女人。带着偏见看，看完对是非曲直更迷糊了。#人就是一張紙蒙住臉
，別把那張紙揭開#
40、即使是口述史，对于远去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只能隔岸观火吧
41、唐先生能听下去没打死他真是奇迹，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徒矣
42、张学良双子男，财迷好玩，花花公子，我行我素，自私自利，典型怂。我倒喜欢这种不加加工的
口述，主观而真实。看完这本，才明白为啥齐邦媛那么恨他。2016.3.15
43、不错的茶余饭后读物.
44、如果现实都像戏曲 看脸谱就能分辨好人坏人 那就不是生活了 生活中的真实没有那么简单  张学良
注定充满争议 正因如此才称得上人物   生在和平年代 感谢前人的一切付出
45、张作霖是一个仗义的军阀
46、近代历史上,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其中一样做到极致的人数不胜数.但把三个身份结合的如此
完美 如此富有传奇性质的 唯有少帅一人.虽然少帅自己说他的生命只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就为止了 
但这十五年的波澜壮阔却也是旁人永远无法企及。
47、一直比较喜欢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本书详细介绍了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值得一读
48、所谓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的张少帅真可谓是槽点满满，更有意思的是少帅回忆同时代的那些人物
，真是不留情面呀。
49、永远也总结不了的一生，一个三次统一国家的人，一个把纪晓岚当偶像的人，一个欺兄霸嫂不忠
不义不智不勇的人...他说，他的人生只是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十五年的时间似乎改变了一个拥有
五千年文明的强国。看过之后唯一想给他点个赞的，荤段子讲的不错
50、想看这本，但是看的是大陆阉割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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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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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章节试读

1、《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笔记-第49页

        一九九二年我（郭冠英）責張，張信讒，我們的關係不好。後靠周玉蔻的政治人脈，我又得訪張
，做出了《世紀行過》的紀錄片。看著政論節目上的周玉蔻，難以相信，是同一人嗎？

2、《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笔记-第58页

        真实还原历史

3、《張學良口述歷史》的笔记-第1页

        （为方便阅读把繁体转成了简体）

1.东北易帜
- Highlight Loc. 1331-36
　　我怎麽失言？他回去后就说，以后你们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后不要想这个人。他回去在
日本公开发表了，回日本公开地讲，他说日本不要对这个人再做什麽打算。所以日本就决心对付我了
。我这一句话就失言，我说你没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国人可以，我是中国人呀。
所以我说我失言，日本以后就开始对付我了。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
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麽办（就）怎麽办呀！
- Highlight Loc. 1326-29
　　我也喝了一点酒，我本来那个时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点酒，那麽稍微跟他说了一说，说到
最后，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没
想到。
　　那他很高兴，他说很好。
　　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
人。

2.民国时期的两起学运风潮
- Highlight Loc. 1470-78
　　东北大学学生闹风潮，哪儿是学生闹风潮啊，其实是他们几个教授闹风潮。为什麽呢？教授想着
一件事儿，没想到手儿，他们就鼓动学生闹风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学校去。后来，我那个秘书长老
爷给我下一跪，他说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他说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
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
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
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
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 Highlight Loc. 1881-83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
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
不去打日本人，怎麽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 Highlight Loc. 2322-33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
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碟」。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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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口述歷史》

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
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
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馀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
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
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
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
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
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账
之极了。

3.西安事变
- Highlight Loc. 1857-62
　　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
情怎麽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
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
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图过与
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
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麽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
地盘？我没有！
- Highlight Loc. 1874-76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
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本书著者唐德刚论西安事变）
- Highlight Loc. 2616-20
　　不过话说回头，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始无实
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
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
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
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
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 Highlight Loc. 2633-35
　　若说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便可把共产党完全消灭，以后纵使贪污腐化，你倾我轧，仍然可以安
享其锦绣河山，荣华富贵，把人民当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说梦吧！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
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4.张学良谈汪精卫
- Highlight Loc. 1492-98
　　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从报纸上看的，因为他的行踪我很
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呀！那些年轻的革命家，李烈钧、胡汉民呐这些个人。
我就问他，报纸上报（道）你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麽？ 他说真的，是我吊的
，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他就告诉我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庆亲王可以杀我，但庆
亲王没杀我。他说，庆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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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麽糟糕！

（著者唐德刚言张作霖与蒋中正，可谓毛泽东兼雄才大略者得天下之原因了）
- Highlight Loc. 2233-40
　　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
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
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
措施、政治佈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
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
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佔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
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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