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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前言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着戎装挎军刀的“山西五”，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军阀，却很少知道“中的
哲学”、“公道主义”、“大同主义”的阎氏理论。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精于拨拉算盘珠子的
生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土财主”，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有过的“大手笔”——依靠地方有限的财力
短期内建成纵贯南北的同蒲铁路和有工业托拉斯之称的西北实业公司。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以
“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治“天下”的封建家长，一个迂腐的冬烘先生，却很少知道他既有旧学
渊源，又接受过近代文明，各种社会思潮兼收并蓄。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惯于看风使舵的“骑
墙派”，一个十足的“投机商”，却很少知道他厕身“同盟会”“铁血丈夫团”、辛亥举义光复太原
的“过去完成式”。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以“守势”见长，满足于闭上娘子关做“土皇帝”，
总也打不了胜仗的失败将军，却很少知道他也曾逐鹿中原，一呼百应；他支持发动的绥远抗战，以收
复失地的胜利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降日”的典型代表，一
个“准汉奸”，却很少知道其中的隐情与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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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内容概要

《阎锡山传》以时间为纲。以描述历史事件中人物作为为目，以与史有徵的雪泥鸿爪为点缀，以历史
研究的观察角度和客观描述的写实手法，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阎锡山进行了立
体式扫描。使读者对阎锡山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更对山西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观照。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平面的、单一的、“脸谱化”的，而真实的阎锡山则具有复杂、多面、特殊的
历史性。他既不是神。更不为鬼，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鉴于此，笔者集十数年翻检历史资料之
心得，在对所有新见和旧有珍贵史料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上，试图将一个真实而饱满的阎锡山呈现给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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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作者简介

雒春普，生于1954年，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1985年，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从事民国山西史暨阎锡山研究。1986年发表“处女作”《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并参与或
独立完成《阎锡山全传》、《阎锡山幕府》、《山西通史》（卷七）等著述，凡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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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教养　一  出生在亦农亦商的殷实之家　二  自幼丧母，从小养成了刚烈的个性　三  6岁入
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从《千字文》、《三字经》读起　四  14岁辍学习商，开始涉足社会第二章  弃
商习武　一  “打虎”失败，遭遇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二  二度入塾，奠定国学根基　三  报考武备学堂
，寻找新的出路　四  负笈东瀛第三章  追随革命　一  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二  聆听孙中山先生教诲　
三  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山西进行革命考察　四  参加“铁血丈夫团”第四章  光复太原　一  朝鲜归
来，感慨“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二  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回省就职　三  参与发起倒夏　四  暗中
结纳同志，准备举义　五  响应武昌起义，成就太原光复大业第五章  初握权柄　一  28岁生日那天登上
山西都督的宝座　二  东、北、南三路出兵，扩充战果　三  吴禄贞被刺，“燕晋联军”夭折　四  大兵
压境，娘子关一朝陷入敌手　五  兵分南北，亲率北路军转战绥包　六  以退为进，返省复任第十五章
“十年建设”　一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二  组建“四银行号”与“实物准备库”　三  酝酿
了20年的同蒲铁路建设计划付诸实施　四  门类齐全的“公营”经济实体　五  统制经济的“土货运动
”　六  “寓兵于农”，垦殖绥西　七  “禁烟”与“官卖鸦片”第十六章  “防共”“联共”　一  “
以主义对主义”与“公道主义”　二  为拦截红军请来了中央军　三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
也不能碰着”　四  拒蒋、联共、抗日　五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应运而生第十七章  “守土抗战”
　一  “守土抗战”，有地方特点的抗战主张　二  绥远抗战，“守土抗战”的第一次实践　三  以第二
战区司令长官总领晋绥抗战军务　四  一战，阳高、天镇失守，以李服膺祭刀　五  再战，平型关进退
失据，腹背受敌撤兵内长城　六  三战，忻口激战犹酣，娘子关破，太原陷落第十八章  “民族革命”
　一  提出“民族革命战争”论　二  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
员合　三  适应战争需要，组建山西新军　四  “非常时需非常策”　五  “反攻”太原不成又失临汾6
　六  试行敌后“游击”第十九章  反共“磨擦”　一  “今日不改用新做法，就不能存在”　二  “民
族革命同志会”6　三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停顿了七年之后得到恢复　四  “十二月事变”爆发，与共
产党的磨擦演变为军事冲突　五  划路而治，统一战线裂而不破第二十章  “克难”求存　一  偏安于晋
西一隅　二  发起“克难”运动，“克难”求存　三  追求“新的统御”，锻造所谓的“同志魂”　四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兵农合一”的发韧第二十一章  “议和”待机　一  “两一相加大于一”的理论
与实践　二  马拉松式的秘密“和议”　三  “晋西保卫战”，对日作战的“最后风景”　四  向共产党
领导的根据地扩充地盘第二十二章  乘胜“接收”　一  等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  捷足先登太原
城，四面出击争“接收”　三  上党得而复失　四  “寄存武力”，“残留”日军第二十三章  图谋再振
　一  “奋斗年”整训军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二  “肃清伪装”、“净白阵营”　三  “三自传训”
“自清”、“自卫”、“自治”　四  “平民经济”控制物价与简化生活第二十四章  连战连输　一  “
停战协定”的烟幕下，小战不停　二  汾孝战役，元气大伤　三  晋南作战，三战皆输　四  晋中惨败，
对外联络的东部通道中断第二十五章  困守孤城　一  “碉堡城”，一个“固若金汤”的神话　二  拒绝
和平解决，困兽犹斗　三  四面楚歌声中，应李宗仁电召离晋　四  遥控太原，直到城破之时第二十六
章  出掌中枢　一  往返于穗桂之间，做起了蒋李之间的“调停人”　二  “反侵略大同盟”，一张政治
王牌　三  出长中枢圆“旧梦”，“入阁拜相”任院长第二十七章  败走台岛　一  俨然一个开“药方”
的大夫　二  决心将国防部长一兼到底　三  屈指可数的“政绩”　四  “总体战”与“战斗内阁”第二
十八章  菁山遗梦　一  在一片非议声中卸任　二  远离喧嚣，乡居菁山中　三  闭门造车，构想“大同
”　四  故弄玄虚，自拟挽联预嘱身后事　五  终老台北，魂不归里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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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章节摘录

　　1907年夏，阎锡山正式进入士官学校。与此同时，出于组织武装起义及至日后夺取政权的需要，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对清政府公派留日军事学生中的盟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考虑到回国后
掌握军队的便利，这批同志以不暴露身份，不多参加外部活动为宜。但“深感革命须冒险犯难，实践
之责，须由军人负之”，决定在同盟会内部建立一个秘密的纯军事同志组织。　　大约在1908年前后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精神，由黄郛、李烈钧等人发起，上述团体在东京组成。这个团体就是“铁血丈
夫团”（简称丈夫团）。“丈夫”，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夫”一语；“铁”者，武器也；“血”者，牺牲也。三层意思合而为一，作团体名称，以表示军人于
革命中的一种牺牲精神。　　铁血丈夫团作为同盟会内部军事干部中的一个秘密团体，所有成员只
有28人，多属同盟会员中的留曰士官学校学生。阎锡山当时正在士官学校学习（一说丈夫团成立的时
问是1906年，阎锡山当时还没有入士官学校，依此，他就不可能加入。但据史料记载，阎锡山又确系
丈夫团成员，所以丈夫团成立的时间也就只能是1908年了），又因为在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态度，
自然被吸收加入了丈夫团。除阎锡山外，山西籍的丈夫团成员还有温寿泉、乔熙、张瑜三人。其余团
员有：黄郛、李烈钧、程潜、仇亮、唐继尧、罗佩金、张凤翔、张益廉、尹昌衡、何成浚、李书城、
孔庚、朱绶光等。　　丈夫团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保持团员的秘密身份，以避免引起清政府注意
。从长远考虑，从他日负革命实施之责的需要出发，丈夫团成员应专心学习军事，一般不可参加外部
活动。因此从参加丈夫团开始，到1909年3月结束学业返国的一年时间里，阎锡山与其他团员只保持内
部接触和联络，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公开的组织活动。只是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朱绶光等分析时事
，研究政情，。增加军政知识的积累。　　在此期间，令阎锡山深有感触的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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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
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
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
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　　阎锡山经历过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几
经沉浮，始终不倒，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地方实力派。　　　　
——薄一波　　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
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李宗仁　　有大需要时来，
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自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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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编辑推荐

　　《阎锡山传》：阎锡山传，解读民国三十八年信倒翁，剖析半世纪山西“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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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精彩短评

1、真滴很不错哦，推荐大家购买哦
2、阎锡山却是是哪个时代的山西土皇帝。
3、送给朋友的，希望他能喜欢
4、不错的书，应该是正版，物美价廉值得一买～！
5、服务很到位，货到比预期早一天。不过现在还没到货，因为放假回老家了，书放在小店了
6、阎老西啊，阎老西！
7、感觉值得一读
8、这次一共入了四本人物传记方面的书，前段时间买过几本，图书质量不错，所以这次多买了两本
，收到书的时候蛮兴奋，还有一本被同事一眼看到抢走了，剩下三本打开看时，这本的插图竟然是装
反了的，人物的脑袋一顺的都向下了，心里那个郁闷，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一直等到现在才来
评论，书能不能给换？唉，难道要成为珍藏版滴么～～
9、还可以看一看。
10、总体来说，写的比较客观；但是可读性不是很强，如果是仅仅对阎锡山本人的经历感兴趣，建议
买本故事强的版本来读，较为合适
11、该书是研究阎锡山一本不错的书。
12、本书客观真实介绍了阎锡山由学生到革命者到反动军阀的一生。较全面低介绍了阎锡山的事迹。
13、看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处世之道！O(∩_∩)O哈哈~
14、山西近代史，应该看看他
15、对阎锡山的事迹讲得很全面，条理清晰，语言平实，又富于表现力，分析了阎锡山成功和失败的
原因有借鉴意义，书的装订很好，插图也很珍贵
16、阎锡山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统治山西三十八年。过去，我们研究和认识这段历史，更多是
从意识形态和阶级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这部日记是阎氏于1931-1950
年所记，只记事，很少记人，大多有感而发，给人以启示，可以了解阎氏的另一面。可惜此本已删节
部分内容，遗憾。
17、再现当年情景，全面了解了阎锡山
18、帮同事代买的，应该不错吧。
19、暂无毛病。使用中。。。。
20、书写的很好  看着就是有点累
21、了解山西，了解阎锡山。内容应该详实。
22、民国人物传记中算不错的，比较客观
23、阎锡山的传记中这部还算不错的，值得看。
24、这本书讲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没有枯燥的数据及摆例子，而是讲了一些阎老西不同时期的事情，
个人比较喜欢
25、一直想了解这个人，总算找到这本书了
26、母校老师的书，推荐一下吧。

27、这是一部可以帮你全面认识阎老西的好书，作者笔触老到，剖析深入，史料详实。
28、阎锡山的传记中这部还算不错的。
29、还未细看，大致浏览一下，感觉内容不错，本来对阎锡山这个人物的了解很片面，这本书能让你
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阎锡山
30、阎主政山西多年，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技术、防
御部队，重视教育，发展工业，至今在晋口碑也是甚高，一生功过大致可以相抵。
31、　　      这本书是在火车上读完的。阎锡山是个聪明人，经他这个聪明脑壳想出来的各种理论、思
想不计其数，几乎每年都有新想法，尽管多为闭门造车的空想，但依据这些理论在山西的经营可谓兢
兢业业，成就斐然。如今，赖于历史原因而被造就的两大工业省区——东三省重工业和山西能源重化
工区，前者是由于日酋占据时期的精心培育，后者则得益于阎氏的苦心经营，山西的现代工业早在阎
锡山时代已经颇具规模，工业生产架构完整，布局严谨。我党建国以后的初期建设从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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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传》

　　
　　      阎锡山精于谋划而决断不足，也就是所谓的多谋而少断。这一点也许是很多山西人的“通病”
：精打细算、思前想后、擅于缜密构想，但缺乏果断决策能力，关键时刻儒弱误事。这也决定了善于
搞经济建设的阎氏在军事上始终难以有很大的成就。和其同时代的军阀大鳄（比如李宗仁）相比，其
军事成就则逊色不少。
　　
　　       阎锡山是一个多维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元老、袁世凯称帝闹剧中圆滑的支持者
（为此还得到袁氏的爵位赏赐）、蒋公眼中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中原大战中固执而短视的土军阀
、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上不太靠谱的友军领袖、周旋于中央军、日军和共军三角角逐中的晋绥军首
领......在纷繁复杂的近现代史上，仅凭上面的叙述，这些事情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人能搞定的。
32、山西王
33、感触很深，和我是山西人有关系，有很多做人处事很实用道理的东西，感觉他真正做到了，当时
年代的中西合璧的思想，全篇没什么大话，真实感很强
34、文笔太差，史料堆砌，不要买为好
35、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36、内容还行，写得比较客观，但部分内容有作者主观意念在里边，不过总体不错
37、第二天晚上收到的 纸质微差 有一点脏 要给3.5 没有这个选项 最后给了4分 还是不错的
38、买图书，还是首选当当，免邮，价格还实惠。
39、文笔流畅，叙事客观，是一本不错的传记
40、阎锡山，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山西人，从他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41、历史学者写的，比作家写的要真实，有深度，有内涵
42、很好的书呦
43、第一次买关于阎锡山的传记，原来他还是做了很多实事的，把山西治理的井井有条，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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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主要讲述自小接受传统文化，因生活际遇而逐渐走向资产阶层的山西王阎锡山。自幼丧母使
得阎锡山养成刚烈的个性，在接受8年旧学后由商途涉足社会，却因投机失败而再次接受教育。他在
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28岁开始做了40年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上任后逐渐巩固权力，又
顺应潮流，削平‘山头’，根除辫子、小脚等封建陋习；之后为保全自己而韬光养晦赞成帝制；在确
定能完全控制山西后，阎锡山对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业、教育、思想品德、金融、交通等方面
进行理想中的改造。同时，为了保自己的地盘，多次参与派系内战，甚至被迫下野。当阎锡山再次崛
起后投入大量经历建设山西并根据形势或‘防共’或‘联共’。国共内战时，拼死抵抗，最后只得败
走台湾。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开始奋斗，顺势而为，加上山西人的精明，终成一方诸侯。同时也因过于
精打细算，缺乏全局视角，他最终只得弃逃大陆，在台湾终老。
2、这本书是在火车上读完的。阎锡山是个聪明人，经他这个聪明脑壳想出来的各种理论、思想不计
其数，几乎每年都有新想法，尽管多为闭门造车的空想，但依据这些理论在山西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
，成就斐然。如今，赖于历史原因而被造就的两大工业省区——东三省重工业和山西能源重化工区，
前者是由于日酋占据时期的精心培育，后者则得益于阎氏的苦心经营，山西的现代工业早在阎锡山时
代已经颇具规模，工业生产架构完整，布局严谨。我党建国以后的初期建设从中受益匪浅。阎锡山精
于谋划而决断不足，也就是所谓的多谋而少断。这一点也许是很多山西人的“通病”：精打细算、思
前想后、擅于缜密构想，但缺乏果断决策能力，关键时刻儒弱误事。这也决定了善于搞经济建设的阎
氏在军事上始终难以有很大的成就。和其同时代的军阀大鳄（比如李宗仁）相比，其军事成就则逊色
不少。阎锡山是一个多维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元老、袁世凯称帝闹剧中圆滑的支持者（
为此还得到袁氏的爵位赏赐）、蒋公眼中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中原大战中固执而短视的土军阀、
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上不太靠谱的友军领袖、周旋于中央军、日军和共军三角角逐中的晋绥军首
领......在纷繁复杂的近现代史上，仅凭上面的叙述，这些事情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人能搞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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