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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出生在河北省宛平县的一位乡村铁匠之家。在她还是个

小姑娘的时候，家乡遭灾，父亲病亡。为了寻条活路，母亲

带着她随着闯关东的移民流，流落到辽西新民县一个穷乡村

里，靠给人家缝补浆洗为生。日子虽说过得清苦些，但母女

相依为命，吃喝有了着落，倒也感到满意。 1906年的一天清

晨，许姑娘正在井台打水，迎面撞见一个骑马挎刀的小个子

军官，此人就是张作霖。张作霖惊讶地收住缨绳，目不转睛

地盯住从身边走过去的挑水姑娘。他想：在这穷乡僻壤怎会

生出这么水灵灵的美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示意随从在后面跟

上⋯⋯ 没过几天，持枪的“媒人”上门了。张作霖依仗权势

硬要强娶许姑娘为妾，许姑娘母女死不肯从！然而，孤苦无

恢的弱女子怎能逃脱兵勇们的手掌？她终被抬进了张家。 许

氏进入张家以后，由于家贫位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过了几年，张作霖又娶新人(寿氏)，在张家短短的几年里

，她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她看透了：人穷就要挨欺负

。在张家大院里，卢氏跟前有娘家，娘家又有钱，谁也不敢

小看她。寿氏家里有势力，人又精明有文化，张作霖宠她，

一年365天有300多天是和张并桌吃饭。茶饭加厚不说，还可

以随时点爱吃的东西。她觉得苦就苦了自己，没钱没势，举

目无亲⋯⋯ 一个农家女在富贵太太面前的那种强烈的自卑是

可以想象的。但这也并非坏事，有时自卑也会导致自强。许

氏逐浙感悟到要想改变自己的这种境况，首先就要改变自己



。张作霖进驻奉城不久，她曾一度折磨掉身孕，毅然入奉天

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在那个时代，大帅夫人竞和普

通的女学生一道上“洋学堂”，几乎成了奉天的头号新闻。

张作霖以为“伤风败俗”，强令她停了学。”但许氏没有气

馁，在帅府里经常抽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听私垫先生讲书，克

服了重重困难，学到了一点儿文化。通过学习不仅使她心智

大开，而且也为日后培养教育子女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1911年和1916年，许氏先后生下了学曾和学思两个儿子。

张作霖欢喜得嘴角、眉梢爬满了笑纹。大帅府的人都知道，

张作霖最高兴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升官，二是得子。靠权谋

，他成了独霸关东的大军阀；为了把他的事业扩展下去，他

需要亲信，最亲最信的当然是儿子。张作霖特别偏爱学思，

因为学思从小异常聪明、活泼、懂事，”所以，张无论是去

马号看马，还是去小河沿看荷花，总是带着他，不离左右。

母以子贵，张作霖与许氏的关系自然又密切起来。第二次直

奉战争胜利后，张因公务在天津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主要陪

住的就是许夫人。 许夫人并不满足得子的荣耀，她所唯一倾

心的就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她不愿意她的孩子像她的丈夫

，成为军阀，相反，她希望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正直、善良

，成为学者或商人。 帅府的孩子们本来是在家里请先生就地

教学的。学思8岁那年，许氏坚决主张让孩子像其他学童一样

入正规小学读书，不再作世俗偏见的牺牲品。在她的一再请

求下，张作霖终于点头同意。这样，11岁的怀曦和8岁的学思

去了奉天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多年来帅府孩子不入学

堂的禁律。 姐弟俩上学那天，坐的是汽车，穿的是绸缎衣服

，显得十分特殊。任教的朱焕阶老师告诉他俩：明天最好不



要坐汽车上学，衣服最好也换成布料的，这就和同学们一样

了。许夫人知道此事后，连夜叫人赶制了灰布制服。第二天

上学时，还让他俩换乘玻璃马车，并在离校门较远的地方下

车。 一次，学思在校踢球，不小心把一个同学的脸碰破了。

许夫人知道后立即结朱老师挂电话说：“我是张学思的母亲

，张学思犯错就订，不要姑息。”事后，这位老师忆起当年

的这段经历时，不无赞叹地说：“这位夫人对子女教育很严

格，因而对老师也很尊重，古语说：‘惟贤母乃有贤子。’

”许夫人不仅注意培养孩子们朴素的生活作风，还特别善于

思想引导。张作霖作了大元帅以后，帅府里的日子更加红火

，尤其是在他的寿辰吉目，总要张灯结彩、大摆宴席、搭台

唱戏，隆重地庆贺3天。每到这时，孩子们便会争相斗富，因

为谁出钱多，戏班就唱谁点的戏。一次，学思向母亲要200块

钱要点戏，被许夫人打了一顿。事后母亲耐心地教育他说：

“你和你三哥(学曾)都不要忘记你老爷家的苦，不要摆豪门

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风，吃喝嫖赌，

叫人看不起，没出息。你们要那样，我就不活了，去自尽⋯

⋯”。”她还时常给孩子们讲战国故事，告诫他们：“权势

和富贵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给人带来灾祸。你们看．古时

候多少皇室贵族，为了争夺权势惹下了杀身之祸；以后你们

长大了，要自立、不要去当军人和做官，最好是经商或做学

问。”她嘱咐孩子们：“如果你父亲死了，张家的家业都是

你们大哥和二哥的(指学良、学铭)，不许你们去争，不要靠

张家的势力吃饭。” 许夫人对孩于们孜孜不倦地教诲，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里打开了一扇窗子，使他们对父亲、对家庭、

对人生、都开始有了新的看法；张学思将军生前曾说过：“



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那么母亲的

教育和影响，刚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

业去做官的想法。” 许夫人事有见地，教子有方，在帅府内

外是有口皆碑的。她以自己的自强和正直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和尊敬。当然，她为人心直口快的性格，也给人们留下了难

以忘怀的印象。有一回于凤至过生日，没有通知许夫人，只

是单独和卢夫人热闹热闹。许氏知道后使不大高兴地问于凤

至：“怎么，你的生日还有啥保密吗?”于凤至了解许氏的脾

气秉性，忙陪哭道：“姨妈，您千万别多心，我只是不愿惊

动大家，怕姨娘们为我破费。”聪明的于凤至急忙遮掩过去

了。 帅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家庭，慑于张作霖的淫威，各

位夫人之间很少往来，表面上相安无事，但实际上她们也时

常暗中作劲儿。卢夫人年岁较长，为人庄重温和，把许氏和

寿氏当成小妹妹看待，她们之间没什么矛盾。而许、寿之间

则时有摩擦。尤其是寿氏生了学森之后，张作霖把父爱几乎

全部转移到学森身上，不免冷落了许氏母于，许夫人当然很

生气，常常把怨气抛到寿氏身上。好在寿夫人处事较有气量

，不愿把这些鸡毛蒜皮之事捅到张作霖那里，致使矛盾激化

。 张作霖死后，许夫人在“九一八”事变前，迁居天津。“

七七”事变后又移居美国。生有二子(学曾、学思)二女(怀瞳

、怀曦)。解放后只身回国。1976年死于北京，安葬在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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