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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6_99_AF_E

7_82_B9_E7_9F_A5_E8_c34_42380.htm 在郴州苏仙岭有着许多

名人逸事。张学良将军囚居苏仙岭的往事就是一例。 登上苏

仙岭绝顶，迈入眼帘的就有突兀飞扬的少帅亭。进入少帅亭

就来到了屈将室门前。屈将室门前有楹联一副：请战有功当

年临潼已兵谏，爱国无罪此日南冠作楚囚。楹联墨底绿字。

睹字思人，令人唏嘘不已。 屈将室在苏仙观东北角的两小间

房，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被幽禁的

地方，现在称为"屈将室"。 张学良先生，字汉卿。1901年6

月4日出生在辽宁海城，是伟大的爱国者，一生充满了传奇

。1928年，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少帅”美名从此鹊起。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毅然决定易

帜，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33年，为了迫使蒋介石结

束内战联合抗日，与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从而为

结束中国长达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

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

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

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对于50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

张学良先生就像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

人见过他。在现代史中，如果要有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

行榜，张学良先生必可名列前茅，因为张学良先生是两岸同

时高知名度的世纪传奇老人，生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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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的

父亲是号称“东北王”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1928年，日本



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被推上

了父亲的座位，人称少帅。但张学良早就对日本人不满，既

负家仇国恨，所以决定响应蒋介石的“南北统一”号召，把

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将其父重臣、反对归顺南京的

杨宇霆、常荫槐设计捕杀，实行易帜，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

。然而，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由于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

命令，丢失东北四省，作为守土官，张学良曾背上了让中国

老百姓戳脊梁骨的黑锅。 此后，蒋介石不但不让张学良继续

抗战，反而将其本人和他指挥的东北军调往西北与红军作战

。因在西北与红军屡战屡败，加上为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政

策所影响，张学良于1936年在西安多次向蒋介石面陈结束内

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拒绝。在此情况下，张

学良决定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心迹和摘去丢失东北的黑锅。12

月12日，在张、杨二人对蒋介石做的最后劝说无效后，共同

对蒋介石发起“兵谏”(史称“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同

时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

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结束了十年内

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件具有历史

意义的大事决策上，张学良将军豪放无所畏惧的性格表露无

遗，张学良先生一生不怕死，用他的话说就是：“当军人就

要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即使明天要被枪毙，我今天也照样

很好睡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要亲自护送

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蒋介石言而无信，逮捕张学良。军事法

庭判张学良十年徒刑。后来被蒋介石特赦，但却交国民党政

府军委“严加管束”，辗转幽禁于南京、浙江奉化雪窦山、



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和沅陵、贵州的修文和开

阳。1947年春，张学良又被蒋介石带往台湾软禁。蒋介石死

后，蒋经国声称：“此笼中虎，不可放归。”尽管如此，当

蒋介石去世，宋美龄把张学良领到蒋介石的灵前，张学良还

是给蒋写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私人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

肉；政见之争，有如仇敌！”一直到蒋经国统治结束后，张

学良先生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对牺牲大半生自由的“西安事

变”，张学良先生总是说：“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我会做

同样的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