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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

内容概要

《张国焘传》讲述了：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
是非立断青史留憾，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忠奸已辨歧路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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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军，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史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四个
一批”等国家级人才。多年从事中共党史、党史人物和党的思想理论研究，参加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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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故乡时光家世 江西省萍乡县，是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能人济济的一方水土。公元1897
年11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张国焘就出生在这个县上栗市梽木山（今萍乡市上栗区
金山乡山明村）。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丁酉年，按照习俗，张国焘的属相是十二生肖中的鸡。 萍乡，
相传因境内盛产“萍草”而得名，位于江西省最西部，东与宜春相邻，西与湖南省株洲、醴陵相接，
南与吉安毗连，北与湖南省长沙、浏阳接壤。萍乡地处湘赣边丘陵地区，北峙杨歧山，南亘武功山脉
，主要山峰有杨角尖、金顶（最高峰名白鹤峰）等，主要河流有表河、萍水、栗水、草水等。萍乡历
史悠久，汉代属宜春县，三国东吴置县，元朝元贞初年升县为州，明朝复改为县后，一直延续下来。
萍乡境内煤炭甚丰，宋代已有轻刨而得、以煤代薪的记载，明末清初，土窿已初具规模。到了1890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为燃料之需，于1892年10月设立了官办的萍乡矿务局。1898年3
月22E1，官督商办的“萍乡等处煤矿总局”成立，创建了以安源为中心、辖120平方公里矿区的煤矿
。1908年，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改官督商办为商办，组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近代工业文明比较早地渗透到了这一湘赣交界的地区。上栗市是萍乡县北部
的一个中心市镇，离县城约40公里，距湖南省浏阳、醴陵两县边界都不过10公里左右，水路可通长沙
、汉口等地。这一带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发达，商贾小贩往来频繁。张
国焘虽然出生在这历史悠久、工业发达、山清水秀的地方，但他的祖籍却并不在此地，而是在遥远的
广西。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都说张国焘的祖籍在江西省吉水县，其实不然。据《张氏以灵公族谱
》记载：张氏原籍广西。不知何故，清初康熙乾隆年间从广西迁到萍乡。萍乡这一支的张氏始祖是“
集翰公”，系张氏之第一百一十五代，为以灵公之第五子。迁到萍乡后，从集翰公开始，到张国焘这
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了。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客籍，倒也相安无事地居住下来，代代相传，读书入仕，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说：我家可
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
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
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
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省试中取录的拔贡⋯⋯因此，我
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家庭，是人生立足的基地和起点，制约着每一个人的
成长。张国焘的祖父为使自己的家庭沿着“功名”之途走下去，为张国焘的父亲设计了一条读书为官
之路。张国焘的父亲张劫庄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勤奋学习，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直至在乡试中
被录取为拔贡。然而，他似乎生不逢时，1905年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他转入新式学校浙
江法政学堂学习。民国初年毕业后做过几年法官，后出任浙江省象山县知事。大革命时期当过九江地
方检察厅厅长，后又在南昌公路处做过秘书。张劼庄一生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官至几品，但也可算是
功成名就了。如同生活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一位主张“国粹”而偏于守旧的人
，对革命起初是持观望态度的，并企图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去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又受到新的
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式学校里接受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变迁。这种矛盾的
现象，不仅伴随了自己一生，而且导致了后来与张国焘的激烈碰撞。张国焘的母亲姓刘，生长在湖南
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大户人家。家里人口不少，但不愁吃穿。刘家大院的花园里有半月形的池塘，茂
密的花木，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不失几分雅致和气派。刘家世代读书，也算得上
是一个书香之家。在嫁到张家之前，张国焘的母亲已出落成一个既擅长针线又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刘氏嫁到张家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自然是分内之事。她先后生养了6个孩子，四男两女。4个儿
子中，除长子张国焘外，二儿子名叫张国燕，早年病逝；三儿子张国庶，1905年生，1924年在萍乡中
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冬之时，萍乡县城党的小组建立，被选为党小组长，1926年冬赴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27日在南昌被张辉瓒逮捕，不久即
被杀害，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发文，承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四儿子张国杰，1910年生，初中毕业
后即回乡，挑起理家的重担。两个女儿中，一个夭折，一个后来嫁人。张国焘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
个大家庭里。他是长子，自然在家庭里占有重要的地位。“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毫不例外地影响
着张国焘的长辈，他们把很多很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长子身上。他的出世，给父母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他们给他取名国焘，字恺荫。后来，又有了—个名字张特立。在这个过着富庶生活的家庭里，不愁
吃，不愁穿，幼年的张国焘有着受到娇生惯养的条件。父母虽对他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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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但对他的启蒙教育却是严格的。白天，当母亲闲下来的时候，便遥指着远山的奇峰，讲述祖辈传
下来的神奇故事；入夜，月圆中天或是群星闪烁的时候，母亲便讲起美丽而动人的神话。母亲给了张
国焘最早的启蒙。随着时代的变迁，父亲虽然没有像祖父那样为张国焘设计一条路，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时刻萦绕在耳边。父亲心里最清楚的是：儿子有了学问，长大才会有前途。为
此，从张国焘三四岁起，父母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这些中国传统的识字课本
，不仅使张国焘认识了许多字，而且也诱发了他的求知欲望。除了读书认字以外，张国焘还开始练习
写字，从描红摹字人门，临帖抄仿。父母的严格教导，为张国焘日后求学打下了基础。乱世求学张国
焘出生时，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时，正值一个动乱的年代。清朝
政府昏庸腐朽，国势衰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华民族，瓜分狂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
大地。在张国焘出生前两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严酷
的现实，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爱国反帝、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强音。就在张国焘出生后不久
，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维新运动虽一时搞得轰轰烈烈，但最终以1898年9月28日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身成仁，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而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不能救
中国于危亡，人民群众便试图以武力排外主义来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900年发生在北方地区的义
和团运动，虽然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但是，最终也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
。人民的各种反抗并没有拯救中国，相反，内忧外患，交相煎熬，国弱民贫，日甚一日；腐败无能的
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走向崩溃。1900年仲秋，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太后挟
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西安，清朝政府的“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被迫屈辱地与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
辛丑条约》再次记录了中国的耻辱。在这种形势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奋起，以
武力驱除帝国主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从1895年开始，他们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了
多次武装起义，但也先后都失败了。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入，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同样冲击着萍乡这
块闭塞的土地，冲击着人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安源煤矿的创办，萍乡安源间铁路的开通，洋货的袭来
，不仅使原有的手工业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且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虽然还不
敢去怀疑真命天子的气数已尽，但也从日益增多的抽丁派捐、纳税纳粮中，明显地感觉到了大清王朝
的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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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嗒、嗒⋯⋯”的键盘跳动声奏完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的心中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却
没有丝毫的快意和轻松。意犹未尽，哕唆几句，是为后记。以前，我曾编过或写过书，都没有像写这
本书，感觉如此之困难。难在何处？细细想来。-是感觉资料严重缺乏，虽经几年来留心搜集，但由于
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仍不能做到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料，特别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写张国焘这样
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何构思。如何叙述，如何评价，如何真实，自愧才疏学浅，难于驾驭。尽管
因种种难处，留下了种种遗憾，书稿终于还是完成了。是好是坏，只能由读者朋友们去评判了。为弥
补资料之不足，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大量地参考了现已公开的资料和现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仅列在主
要参考书目中的就有近百种，还有一些因篇幅关系未列其中。这些专家学者和老前辈的研究成果，特
别是一些与张国焘有关的人物的传记，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戡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权威著作和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等权威回忆录，对本书的完成帮助
很大。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这些专家学者和老前辈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在主观上尽量要求自己朝着实事求是的方向去努九客观地去写张国焘这样一个前后反差很大的复
杂的历史人物，把他的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描述。与此相联系，本书的写作采取了以叙
为主的方法，尽量避免过多的评论。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历史已经对张国焘作出了裁
判。同样，广大读者也能够从写张国焘历史的历史书中作出自己的裁决和判断，无需我再去画蛇添足
。这也是我对写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传记的一贯追求和努力方向。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最好的审
判官还是广大的读者朋友。我真诚地希望得到宝贵的指教。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不是一本严格的张
国焘传记。对他的后半生，本书给予的篇幅很小。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料缺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
的，因为他在逃往台湾以后，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已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同时，也超出了我们这套
丛书所关心的范围。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笔墨主要放在写张国焘从五四运动到1938年脱党的这段经
历上。这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尤
其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李保平和责任编辑荆彦周，以及已调动工作的刘魁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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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国焘传》为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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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代枭雄，锋芒过露，名过其实，大时代的牺牲品
2、正在看，感觉很客观，了解了以前不知道的红四方面军，和不知道的张国焘，满意。
3、鲜为人知的历史，不错
4、人心苦于不足，张国焘要是知足的话，我党又要多一位副主席了。可惜国焘老弟想做主席，结果
主席没有做成，反而落得身败名裂。惜乎。
5、买给家里老爸看的，老关注党的历史了！
6、帮同事买的，买错了，他想要的是张国焘回忆录，后来再来看看，缺货了，不过同事说了没关系
，好评
7、可以了解历史悲剧人物，但通病是早期详细，后期简单。
8、关于如何正确的评价张国焘，似不能单纯以政治性历史的眼光。应该放大整个中国革命史，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奋斗史。如此可看出：张国焘依然闪烁出灿烂的光芒，这就是历史。是任何
人不能抹杀的。
9、一个一大的代表，后堕落成叛徒特务，最后客死他乡，你说这是不是宿命？有一位名人说过：人
生的路漫长，但要紧的只有几步，这几步走错了，那你这辈子也就玩完了。这位一大代表就是一个明
证。
10、了解了张国涛！
11、如何客观公正的看待诸如张国焘之类的叛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党成熟和自信。相比前些年的
相关著作，这本书显得成熟、理智了许多。
12、俺想看的基本莫有
13、自传缺货，将就看了
14、这样的质量这样的价格让穷读书的喜不自禁
15、翻了翻目录，感觉是倾向性很强的一本书，应该是zf赞助的。放弃。
16、印刷质量太差，怀疑是盗版！
17、张国焘传，书质量不错
18、好东东，性价比高，历史见证，非常喜欢，下次还会光顾
19、还行没有大力夸赞张国焘
20、历史无从改变，至少从目前看，他还是够不上悲情，只是悲剧人物而已。
21、张国焘传奇一生，值得我们去品味一下。
22、首先是作为他的一位老乡，同县人，我需要对他进行一个了解；第二，作为一名党员，要知晓过
去。
23、还可以，不知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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