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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曾经卷入大革命洪流的热血书生；一个为确立国民党统治而奋力效命的黄埔军人；一个舍身
忘死抵御外侮的抗日功臣；一个为蒋介石冲锋陷阵而兵败身亡的内战先锋。
张灵甫，原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当年风靡全国的战争大片《南征北战》、《红日》中家喻
户晓的那位风流倜傥而又骄矜顽固的反面军官，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 　　本书作者以史家客观理性的视角，通过翔实谨严的史料考证，描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张
灵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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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东大村北门的张家一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
”关中，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周围山峦起伏，函谷、萧
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因位居雄关之中，关中因此而得
名。
一提起大西北，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亦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
其实，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就称：“关
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块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
其富，什居其六。
”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可见一斑。
这里南依秦岭为障，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外有雄关漫道，易守难攻，内有一马平川，丰衣
足食，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从而
有了“秦中自古帝王都”之说。
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沣京之后，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
的京畿圣地。
自此，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
光绪末年间，西安市尚未单立，西安城区分属两个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当时的长安县
府就设在西安的西大街。
说起长安的历史，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著称，长安县境内文物古
迹星罗棋布，至今还留有仓颉造字台、沣镐遗址、西周车马坑、昆明池等遗址，就连乡民们的平常家
居乃至随便砌垒的鸡窝猪圈，都还可能不时发掘出些秦砖汉瓦来，为当地的悠久历史凭添佐证。
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
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昔日的帝王京畿宝
地终于盛极而衰了。
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司马迁笔下的“膏块沃野千里”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
风光不在，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
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
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
其后，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
Z蒋介石王牌悍将hanglingfu张灵甫传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
两年，光绪二十七和二十八年又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馑”。
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此时又适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紧接着又
被一路追杀，最后躲到西安避难来了。
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
故都迎来了久违的皇家，犹如回光返照，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但是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
是祸不是福，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
清皇室在陕西一年有余，一应繁杂支取多由陕西供给，贫瘠的陕西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用以支付
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陕西农民来说，无疑
又是雪上加霜。
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要想在长安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简直是凤毛麟角，若论日子还
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东大村北门的张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
东大村位于西安南郊，离城里大约五十华里，在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当时有村民近千户。
村子的北头住着张氏两兄弟，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
国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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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兄弟祖上的家世，现在已经难以查考，据张家后代的回忆，他们的祖辈世代在当地务农本章关于
张灵甫的家世及其早年的情况，如未特别注明，主要依据笔者对张灵甫夫人王玉龄女士、长子张居礼
先生和侄子张居正先生的采访。
。
张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但是两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
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田产传到两个儿子的手上并没有几亩地
，可以说家境贫寒。
到了张氏兄弟这一代，两人勤勉吃苦慢慢撑起了一份薄产，总算摆脱了贫困，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
兄弟两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相处和睦。
几年之后，两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长子不离老家，老大张鸿儒仍居老屋，
老二张鸿恩则分到了园子，人称“园子爷”。
论学问，张鸿恩比不上哥哥，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家里只够供老大一个人读书的缘故，张
鸿恩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
论种地，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张鸿恩自小与农田打交道，平时做事总爱琢磨个究竟，同样的
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都称他是耕种状元。
分家之后，张鸿恩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
当地的穷人家养牛，富人家养骡子，张鸿恩虽算不上富人，却既养骡子又养牛，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
十亩良田。
别看地不算多，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在陕西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比邻县贫瘠的黄土旱
地肥沃多了，地也就特别值钱。
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
张鸿恩为人诚实本分，但生性并不木讷，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西北农民相比，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
脑的人。
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多年
之后，他和大儿子在西安开起了米铺，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由于生意不错，后来米铺
越开越多，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
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张鸿恩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土
地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亩，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
他的晚年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
这点身家，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他也的确被划为地主，此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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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许多人一样，对本书传主的最初了解，来自于少时所看过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影片，印象中的张灵甫
骄矜冷峻、狡诈死硬而又风度翩翩，是一个被小说和影视作品角色化了的“国民党反动将领”形象。
由于张灵甫所率领的整编第74师在国民党军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内战中震撼性的突然陨灭，他的兵败
身亡，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盖棺论定，一边是死不改悔的内战罪人，一边是忠勇壮烈
的军人楷模，评价黑白分明。
而当我们翻检历史，试图透过斑驳迷离的时空，去探究、去揭开一个历史人物的面纱，却往往发现，
面纱下面的面目本不是非白即黑的。
当不同营垒的人们对国家命运的抉择必须以内战来定夺，无疑是一场民族的不幸，而消逝在这场内战
中的国民党军将领，因其所在的阵营黯然退出大陆的历史舞台，而成了历史的悲剧人物。
在国民党军黄埔系将领中，张灵甫是一类典型，一个曾经卷入大革命洪流的热血书生，一个为确立国
民党蒋介石的统治而奋力效命的黄埔军人，一个舍身忘死抵御外侮的抗日功臣，一个为蒋介石冲锋陷
阵而兵败身亡的内战先锋，这个当年风靡全国的战争大片《红日》和《南征北战》中家喻户晓的反面
形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随着对他传奇经历的了解，我忽发奇想：何不试着写一本关于张灵甫的传记？
当把这一想法告诉一位律师朋友，引起友人的惊诧：“你可真能不务正业啊！
”他说得没错，我不是学历史的，职业与历史人物风马牛不相及，我是他的同行，写这本书纯属票友
自涂花脸登场献丑了。
法律工作讲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略作变化套在历史研究上也很合适，那就是以史
实为依据，以史料为准绳。
一旦开始搜集史料，发现自己真有点无知者无畏。
在大陆，张灵甫的形象似乎深深地定格在孟良崮上，关于他过去的种种，几乎被高耸的孟良崮所掩没
，单凭一些出版物中人云亦云速写漫画式的吉光片羽，实在难以凑起一幅贴近人物真实面貌的完整历
史拼图。
正当为寻找稀缺的史料而有些气馁的时候，2003年某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张道宇先生的
信息。
很冒昧地给当时身在台北的张先生去函，求解其父亲的生平资料，等待期间惴惴不安，毕竟与张先生
是素昧平生。
回复却令我喜出望外，张先生告诉我，他的母亲正在大陆，他可为我安排见面采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年冬天，趁年末假期飞抵上海，我对张灵甫将军的夫人王玉龄女士进行了采访，数度的促膝长谈，
大量的一手资料和照片，张灵甫、王耀武、俞济时、邱维达、李天霞⋯⋯这些历史书上干巴巴的人名
，在我的眼前渐渐鲜活起来，仿佛跟随历史老人穿越时光隧道，与我笔下将触及的人物面面相对。
此后，我又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侄子张居正先生、旧部胡立文先生和钟世炎先生等先后取得
了联系。
与这些历史亲历者的访谈，使我有机会对传主的生平进行更为贴近的直观考察和了解，他们的回忆大
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虽然我采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非都是愉快的记忆。
在此，我要特别对王玉龄女士和前述诸位长者对我这个无名小辈的理解、坦诚、耐心和帮助，表示深
深的感谢。
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我对史料的收集和脉络梳理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
除了继续阅读大量的文史档案、回忆资料和军战史之外，为深度挖掘更多的宝贵一手资料，我还特地
抽时间亲往台湾，泡在台北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翻印、抄录相关的图书资料，并专门查阅了曾被视为
国民政府最高机密至今尚未公开出版的蒋介石档案的相关原始文电，以对初稿进行进一步的充实和修
订。
这一写作过程说起来只是寥寥数语，而当初每每花整天的时间查证史料，只是为了考证落实写下的某
一句话、一个数据或一个说法的依据，其中漫长的付出和甘苦，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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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给出版社寄出拙作的修订全稿时，离开卷动笔，竟是三年有余了。
在此我得感谢团结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梁光玉先生，没有他一直以来的热情鼓励和督促，我可能在忙于
繁杂的“正业”之余难以持之以恒写作下去，这本书也许早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中自我了断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许多民国军史同好的支持，尤其是上海的万乐刚先生，有求必应，无私地
提供了不少解放军军史资料；台湾的霍安治先生在我写作初期也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作了有益的交流
；另外，与网上诸多民国军史爱好者的互动和讨论，也对我的写作启发良多，恕不一一具名，在此一
并鸣谢。
还有一位先生，三年多来我每每深夜伴着清灯孤影阅读写作，这位先生则不时在旁喋喋不休，抱怨老
婆移情别恋故纸堆使他倍感冷落，不过一旦我这电脑小白网上遇到技术难题，他总是随叫随到尽力提
供技术支持，虽然有时是处于夜半梦中睡眼惺忪的恼怒状态。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决定去台湾查档，这位电脑专家居然丢开手头繁忙的工作，自告奋勇也请了假
陪同前往，还一同动手帮忙抄录对他而言实在是枯燥无趣的电文档案，一边则继续喋喋感叹自己作为
一名“不务正业”太太的丈夫是多么的辛苦和伟大。
为表示鼓励，值此拙作即将付梓之际，特对我先生包益三年多来心甘情愿及不甘不愿的大力支持给予
书面表扬．而我能够撇开琐务，把业余精力完全投入本书的写作，更离不开我母亲的照顾和操劳，为
我解除后顾之忧，非常感谢老母亲在背后的默默付出与支持。
最后言归正传，对我这个民国军史的业余爱好者而言，写这样一本书自感有些不自量力，虽然在朋友
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摸索着勉力完成，毕竟水平有限，其中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出版后若能得到方
家的批评和指教，我将不胜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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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灵甫，原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告诉你这个国民党王牌将军是非功罪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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