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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師母張愍言女士「讀書札記」手稿選--《張學良與日本》 

作    者：日本 NHK 電視台採訪製作，臼井勝美著   

譯    者：陳鵬仁      

出 版 者：聯經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83 年 8 月初版    

定    價：新台幣 200 元 

本書內容是日本 NHK的記者對張學良於 1990年在台北訪問的紀錄作

為底本寫成的書。於 1991 年 8 月 1 日由日本角川書店出版，後由學者陳鵬

仁於 1993 年元月譯為中文出版。 

本書<目次>前<譯者的話>，後有臼井勝美的<關於張學良>，本書共

分五章：1.張學良的登場，2.年輕的領導者張學良，3.九一八事變與滿州國

建立，4.西安事變，5.半個世紀的監禁生活。 

這一本採紀錄式的著作，雖然有些地方是站在日本人的立場來說話，

但是從其內容及親自與被採訪者張學良口述的一些歷史經過的前前後後，

還是能令讀者從中悟出許多真實感。其中仍可見出記者們的採訪「良知」，

不失為記者與最後寫成書的本份！ 

我是偶然的機會從報上的「讀者廣告」看見這個書目--《張學良與日

本》，因為我生長在東北，又在東北受教育至高中，尤其最後數年在瀋陽

女子師範讀書時，正是東北與日本的多事之時，不說每天都在日本的侵害

中過日子，我最記得張作霖在瀋陽黃姑屯被炸死的經過！我的學校與張作

霖的大帥府遙遙相望，後來我與他的兩個女兒同學而不同班。 

張作霖死後，少帥張學良接任，在那一段是瀋陽最輝煌的日子，張

學良勵精圖治，辦教育創立東北大學，與同潭男女中學，都是很有名的。 

九一八事變，東北淪陷，從此進入日人之手，那時我已到天津就讀

漢北女子師範學院。但日本雖得到了東北，但日本的瘋狂軍人還是要侵犯

華北，於是造成了西安事變。這一切我都親自經歷的過來人，一直到七七

事變，而成了無家可歸的流亡者而浪跡天涯！長征萬里！是逃難也像旅遊，

那時人還年輕，可以苦中做樂！因此而走了中國東北、西北、東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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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抗戰，勝利後來到台灣，那時張學良也到了台灣，但是他不能自由行

動，從他回答採訪人的說法，他雖然被禁止自由行動，但他能靜下心來讀

書，研究歷史、宗教而成為學者，他今年 100 多歲了，還能活著，看遍世

態炎涼人情冷暖的他，可以解脫了！ 

對於張學良的未來的功過，歷史自有定評。以這冊《張學良與日本》

書中的內容記述，張學良是一直反日的，國恨家仇他沒法原諒日本的野心，

但作者對他的人格十分尊敬，仍然認為他是現代的英雄人物！我讀此書，

感觸甚深，雖然都是已成過去，歷史人事全非，但瞑目深思，一幕幕仍活

生生的回到眼前！張學良比我大十幾歲，我們都是同時代的受難者，但我

們還都活著，可是那些迫害我們國家人民的人，他們現在在那裡？因果循

環你能不信嗎？深夜讀完此書，不禁掩沉思者久之！一嘆！ 

2000 年 11 月 10 日讀完，11 月 11 日晨補記，本書過共 242 頁。 

 

博君一笑 

如此遺產  

第 32 屆中文系校友  林美玲 

友人潛心於修道，常慨歎現實生活之無邊牽纏。 

一日，他再度有感而發： 

「真想早日『歸元』 (按：『歸天』之謂也 )！」  

「你想得美！起碼得給我跟孩子留下兩千萬才准滾蛋！」  

妻子聞言怒道。  

「那有何難？」  

友人成竹在胸的應道：  

「兩千萬早已備妥：一、『千萬』不要結婚！二、『千萬』不要生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