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氏帅府博物馆 ， 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 坐落在沈阳市沈河区朝
阳街少帅府巷 46号 。 始建于民国尚在
襁褓中的1914年 ， 总占地面积 5.3万平
方米 ，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 。 帅府大
门之南 ，是一片开阔场地 ，中央树有少
帅张学良的戎装塑像 。 塑像工艺精致 ，
栩栩如生 。 抬头望去 ，这位伟大的爱国
者似乎仍在心系国事 ， 英姿勃发地瞻
望着祖国更为美好的未来 。 距塑像南
约30米 ，是一道硕大的汉白玉影壁 。 影
壁正中竖雕着 “鸿禧 ”两个醒目大字 。
与此影壁相对的北面便 是 帅 府 正 宅

了 。 这是一座三进五间一层的四合院 ，
每一进两旁都有三间厢房 。 这两厢的
特别之处 ， 就在于它的前房山与正房
山相齐 。 这样不仅正房的阳光不受遮
挡 ，院心还宽阔了许多 。 所以能够栽植
一种名为 “东北梧桐 ” （即梓树 ）的大叶
树 ，陪衬得整个院落幽静而肃穆 。

帅府头道大门两边镶有对联 。 上
联是 ：关塞仗金锋屹甲千城万里 ；下联
是 ： 海外接半壁昭泽三省六州 。 横批
为 ：宏开塞外 。 口气不算太大 ，但也足
以显示了当时张作霖称王塞外 、 问鼎
中原的勃勃之心 。

二道大门的门楣横匾 ， 是当年拥
戴张大帅的富豪乡绅们恭赠的 ， 上书
“桑梓功臣 ”四个大字 ，以彰显他剿匪
卖力 ，保安有功 。

说道剿匪 ，人们不禁要问 ，张作霖
本身不就是红胡子出身 、 纯粹的土匪
嘛 。 这个问题 ，他的嫡长子张学良作了
如下回答 ： “眉清目秀被传为满脸横
肉 ；我行我素被说成一身匪气 。 两个月
的土匪经历 ，让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 其
实 ，我父亲不是土匪 。 ”这种结论 ，从郭
俊胜编著的 《走进大帅府 走近张作

霖 》一书中可以得到详尽证实 。
张作霖当了多长时间的土匪并不

重要 ， 重要的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和
作为 。 作为一个出身于柴门筚户 、以走
街串巷摇着 “拨浪鼓 ”叫卖针头线脑的
货郎子来说 ， 他拥有极为复杂的生活
经历 、 较为复杂的政治态度和颇具传
奇色彩的家庭生活 。 他对于日本关东
军的横行霸道 ，是坚决抵制的 ，对日本
政府对东三省步步紧逼和无理要求 ，
是极为厌恶并以冷漠相 对 的 。 但 从
1902年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以后 ，随
着野心的迅速膨胀 ，他机关算尽 ，一路
拼杀 ，为所欲为 。 对自己需要的人 ，不
惜拉拢 、收买之能事投靠自己 ，壮大实
力 ；对有碍于自己的人 ，则心狠手辣 ，
不择手段 ，予以铲除 。

俗话说 ： 好马在腿上 ， 好汉在嘴
上 。 张作霖那张能说会道 、敢夸敢骂的
嘴帮了他的大忙 。 再加上他敢打敢拼 ，
终于一路攀升 。 由 “奉天王 ”到 “东北
王 ”，再由 “东北王 ”进京 ，当上了海陆
军大元帅 ，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 “最高
宝座 ”，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

他在与日本人为敌的同时 ， 也极
力反对共产党 。 与蒋介石一南一北 ，共
同举着反共剿共和谋杀进步人士的屠

刀 。 邵飘萍 ，是民国初年著名的进步报
人 ，他所创办的 《京报 》被誉为 “承载中
国报人光荣与梦想 ”的报纸 。 他不只笔
锋犀利 ，敢骂人会骂人 ，骂那些军阀 、
政客争权夺势 ，祸国殃民 ；还坚持 “公
平真确 ”的办报理念和方针 ，不依附任
何权势集团 ， 独立地发言 、 独立地报

道 ， 做民众的真实口舌 ， 反映民众呼
声 。他为 《京报 》的题词是 “铁肩辣手 ”，
这与李大钊的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
章 ”颇为相近 。 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知识
分子 ， 因为一篇文章得罪了张作霖 ，便
引来祸端 。 1926年4月26日 ， 张作霖以
“勾结赤俄 ，宣传赤化 ，罪大恶极 ，实无
可恕 ”之罪名 ，将邵飘萍枪杀于北京天
桥东刑场 。 临刑前 ，这位大义凛然的文
化名人 ，向监刑官拱手说 :“诸位免送 ”，
然后仰天大笑 ，从容就义 ，年仅不惑 。

时过一年 ，1927年4月28日 ，距蒋介
石发动的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仅仅十
六天 ， 上海等地的血腥气味激活了张
作霖的嗜杀本性 ， 他把屠刀同样伸向
了北方的共产党人 。 李大钊是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中唯一的北方人 ， 北大的
著名教授 ，张作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
向他开刀 。 1927年4月6日 ，张作霖的军
警从苏俄驻北京使馆 ， 逮捕了以李大
钊为首的 35名共产党人和 16名使馆工
作人员 。 三天后 ，北京 《晨报 》发表消息
称 ： “闻李大钊受讯时 ， 直认真姓名并
不隐讳 。 态度甚为从容 ，毫不惊慌……
李被捕时 ，身着灰布棉袍 ，青布马褂 ，
俨然一位共产党领袖气概 。 ”同日 ，《世
界日报 》 也刊发出消息说 ： “李着灰布

棉袍 ，青布马褂 ，满脸胡须 ，精神甚为
焕发 ，态度极为镇静 。 自称马克思学说
崇信者 ，对于其他一切行动 ，则谓概不
知晓 。 ”

4月 28日 ，李大钊就义前 ，从容地
第一个登上了绞刑台 ， 并作了慷慨激
昂 、催人奋进的长篇讲话 ，高呼着 “共
产党万岁 ”就刑牺牲 ，年仅38岁 。

张作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

进步人士的鲜血 ，同样 “罪不可恕 ”。
进了二道大门以后 ， 便是三层正

房 。 每层正房都和普通民宅近似 ，东西
两面为住室 ，中间是过堂屋 。 头层房的
东屋是张作霖的工作室 ， 当中放着一
张东西走向的办公桌 ， 桌子后面有他
的坐姿塑像 ， 两扇门框有对联 ， 上联
是 ：书有未曾经我读 ；下联是 ：事无不

可对人言 。 这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
读书不多 ，说话坦直的性格 。 西层是张
作霖的侍卫 ，负责他的安全 。

二层西屋住着张学良和于凤至 ，
对面东屋是张作霖二夫 人 卢 氏 的 居

室 。 张学良 11岁时 ，生母赵氏病逝后 ，
卢夫人便成了他最为亲近的人 ， 尊她
为生母 ，她也视为己出 。 1974年卢夫人
病逝于天津 。

三层房的西东屋分别住着大帅三

夫人戴宪玉 、四夫人许澍 。 张作霖的
六位夫人共生育了八男六女 ， 十四个
子女中只有一个共产党员 ， 即海军参
谋长张学思 ，其生母就是许澍 。 她与
戴宪玉于 1906年的同一天被两顶花轿
抬进大帅府 ，成了别具风范的四夫人 。
她出身贫寒 ，上进心强 ，嫁进帅府 ，硬
是要求张作霖让她进了 奉 天 女 子 师

范 。 她生有两子两女 ，教子有方 。 丈夫
被炸逝世后 ， 她一直住在府内 ， “九一
八 ”事变后 ，迁往天津 。 “七七事变 ”后
去了美国 ， 与另外三个儿女生活在一
起 。 新中国成立后 ，她毅然回国 ，住在
北京 。 1976年病逝 ，享年 88岁 ，安葬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 。 与 “文革 ”中被迫害
致死的长子张学思隔墓相望 。

三夫人戴宪玉生得花容月貌 ，步

履轻盈 。 笑起来两个酒靥 ，男人见了回
头率很高 。 她十几岁出嫁为人妇 ，公公
是北镇县的扑盗班头 。 婚后未育 ，苗条
身材依旧 。 一个偶然机会被张作霖撞
见 ，便被强娶回来 ，投入了他的怀抱 。
那扑盗班头觉得送儿 媳 出 嫁 太 没 面

子 ，曾婉言相拒 。 张作霖蛮横地说 ：“我
想办的事 ，还从来没有办不到的 。 ”于
是 ， 拿出 2000两白银送那班头 ， 命令
他 ：“让你儿子拿着白银远走他乡 。 ”戴
宪玉没有了丈夫 ，再嫁便顺理成章了 。
她在帅府生活了十年 ，没有儿女 。 后来
因弟弟闯祸而失宠 ，竟悄然离府 ，进了
奉天城南一座尼姑庵 ，削发为尼 。 一年
后 ，伴着青灯黄卷 ，魂断寂中 。

在三层正房的东面 ，有个小门 。 门
外是人工堆砌的假山隧道 ， 人可直立

行走 。 出了隧道东望 ，是南北两座青色
楼房 。 北面的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称
之为大青楼 。 一层叫作老虎厅 ，供张氏
父子办公 ；二楼是少帅夫妇的寝室 ；三
楼为宴会和舞厅 。 地下室住着卫队 ，荷
枪实弹 ，负责帅府保卫 。

南面一座为两层的小青楼 ， 专为
张作霖所宠爱的五夫人寿懿居用 。 五
夫人是满族人 ，姓袁 ，是明末抗清名将
袁崇焕的第九代孙女 ，小张作霖 23岁 ，
人称帅府二把手 。 她母亲姓王 ，曾随母
姓取名为王雅君 。 这位寿夫人不仅容
貌清丽 、楚楚动人 ，还比其他夫人聪明
干练 ，脾气平和 ，善于协调各位夫人之
间的关系 ， 宽待下人 ， 在帅府口碑甚
好 。 张作霖多与她住在一起 。 直到1928
年 6月 3日他在从京返奉途经皇姑屯 ，
被日本人炸成重伤后 ， 仍把他抬进小
青楼 。 张作霖临终前曾留下三句话 ，一
是 “此时日本人阴谋无疑 ，我的命已难
保 ”；二是 “惟宜严守秘密 ，不使外人得
知 ”；三是 “召小六子 （张学良 ）回奉主
持政事 ，希望众人辅助小六子 。 ”帅府
上下和奉天政界 ，严格遵守大帅遗言 ，
对他的逝世人人守口如瓶 ，秘不发丧 。
日本人千方百计窥探张作霖的生死秘

密 ， 一方面用望远镜观察小青楼的动

静 ， 一方面三番五次派领事和其他官
员的夫人 ，到小青楼造访寿夫人 。

寿夫人对丈夫的遇难身亡十分悲

痛 ，但为了保密 ，她一直浓妆艳抹 ，满
脸带笑 ，送往迎来 。 并命下人不时为 “大
帅 ”送水送药 ，按时送菜送饭 ，没有丝毫
纰漏 。 这就让日本人相信大帅只是受了
轻伤 。 张学良化装悄然回奉 ，不致使奉
天乃至东三省群龙无首 ， 社会动荡 ，给
日本人插手东北政事以可乘之机 。

直到 6月 19日 ，东北临时保安委员
会正式成立 ， 公推张学良为奉天军务
督办和东北临时保安会委员长 ， 东北
军事政治集团有了新的领导核心 ，政
局稳定 ，社会秩序良好 ，才于 6月 21日
公布了张作霖因伤势过重 ， 不治而亡
的消息 。

这秘不发丧的 17天 ， 让虎视眈眈
的日本关东军 ，无法寻衅滋事 ，制造侵
华事端 ，使得一触即发的危难局势 ，化
险为夷 ， 拖延和改变了日本武力侵华
的时间表 ，直到三年以后才爆发了 “九
一八 ”事变 。

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 ，1905年生
于河北献县一个雇农家庭 。 她嗓音好 ，
喜欢唱戏 。 十五岁那年因家里遭灾贫
困 ，父亲把她卖给了戏班当艺徒 ，十八
岁在天津天宝班被张作霖看中 ， 但碍
于他与五夫人寿懿情深意笃 ， 不敢娶
她进门 。 寿夫人看出了丈夫的心事 ，便
亲自到天津戏班把马岳清接回奉天 。
张作霖喜出望外 ，但因马是戏子出身 ，
不好给予夫人名分 ， 寿夫人又出面解
围 ，让马以丫鬟名义 ，住进了她自己花
钱买的一幢小楼里 。 马岳清住进小楼
以后 ，天公作美 ，张作霖的政治生涯顺
风顺水 ，一路攀高 。 先是打胜了第二次
直奉战争 ，接着问鼎中原 ，进京做了陆
海军大元帅 。 张作霖称她为 “福星高
照 ”，曾带她到南苑阅兵 。 这是他六位
夫人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 她生有一
女名怀敏 。 1928年6月3日 ，张作霖乘火
车由京返奉时 ， 她一直陪伴着心神不
安的丈夫打麻将 ，做他的 “定心丸 ”和
“护身符 ”。 在皇姑屯爆炸事件中 ，她也
受伤倒在血泊中 ， 在医院得知丈夫的
死讯后 ，悲痛万分 。 当时她只有 23岁 。
但心已死 ，情已尽 ，无意再嫁 。 她把自
己交给了寿夫人 ，先住在天津 ，1948年
去了台湾 。 两人一直情同姊妹 。 1965年
病逝 ，终年60岁 。 （上篇 ）

检察·文苑

一阵凉风吹过，深秋到了。
人们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其

实， 秋高气爽万物经过了盛夏， 随着
惬意的清爽和恬淡， 都归于了一份久
违的沉静。 在天高云淡北雁南归的时
光里， 我们不觉地会在思索中追寻那
曾经逝去的时光……

明亮柔和的灯光， 蓝色如梦的球
台。 单位宽敞的乒乓球室是我最钟爱
的地方。 飞速旋转的乒乓球在我的眼
里画着最美的弧线， 它像一颗洁白的
流星， 撞击燃烧着我浑身的激情。 一
场痛快淋漓的运动之后， 那种满足感
让愉悦写在我满是汗水的笑靥里。

我只是一个乒乓球业余爱好者，
也谈不上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辉煌战
绩。 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对乒乓球那
份热爱。 就是这份不曾减弱的热爱，
给了我很多启迪激励和思考。 特别是
当我把这份热爱放大到我人生的感悟
的时候， 小小的乒乓球在我的记忆里
就变得沉甸甸的了……

往事如烟。 记得那时自己还是一
个五六岁的小丫头， 因为个子长得

高， 抑或是家跟乒乓球体校挨得较近
的缘故， 乒乓球的胡秀华教练（我的
启蒙教练） 在征得我父母同意后，对
我进行了简单的体能测试， 让我加入
了他的麾下。 我的乒乓球生涯就在我
幼年的时候开始了。

在我的乒乓球伙伴里， 我的年龄
最小， 下午放学后， 我都会飞一样地
跑进球室和小伙伴一起玩练， 从拾
球 、握拍开始学起，到端球、发球、接
球、推挡、攻球等技术一一掌握，在练球
的三年时间里，曾代表邱县连续两年参
加了邯郸市乒乓球少儿组比赛。忘不了
被人打败时找教练哭过鼻子，也忘不了
得奖时拿着奖牌自豪一时。 有泪有笑，
童年乒乓球桌前奔跑的那些难忘的时
光，直到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

后来，由于学业的原因，我暂时告

别了我所热爱的乒乓球。 但是， 我的
乒乓情缘并没有就此结束。

参加工作后不久， 久违的乒乓球
又蹦蹦跳跳地飞进我的生活。 一次，
单位要参加市直机关组织的乒乓球比
赛。 我心中的乒乓球激情之火又一次
被点燃，临阵前磨刀擦枪，几场下来，
凭着儿时苦练的基本功竟也得了奖，
为单位首次在这一体育项目上争得了
荣誉，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从此，我就
成了单位球队里的一员。

既然和乒乓球再续前缘， 在工作
之余， 我就继续着手基本功的训练，
用汗水继续磨砺儿时的梦想 。 我相
信：有付出必定就有回报。

记得那年， 我有幸代表省检察院
代表队， 参加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一届
乒乓球比赛 ， 那次大赛在唐山市举

办。 记得比赛一开始， 对方就攻势如
潮，一时让我难以招架，很快以7∶11
输了第一局。 当时我深受打击。

中间休息时， 教练对我说：“放开
打，不要想太多。 ”教练的鼓励激起了
我的斗志。 想着儿时的梦想， 想着刻
苦训练的日日夜夜， 想着心中不曾泯
灭的信念，我鼓起劲头儿，稳定情绪，
逐渐扭转被动局面。 0∶3、7∶5、11∶
9……随着裁判的裁决，赛场上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 我赢了， 为团队赢得
了重要的一分。 最终， 我省代表队获
得了团体亚军的好成绩。

银球飞舞一路走来，有苦有乐，有
悲有喜 。 球场上的人生何尝不是这
样？ 当你定下了自己理想的坐标，并
为之奋斗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挫折可
以击败你。 只要有热情， 有足够的坚
韧， 或早或晚， 成功的鲜花总会绽放
在你的视野里。

我爱乒乓球！它是我积极进取、奋
发向上的动力。

儿时梦，不了情！
（作者单位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 ）

儿时梦 不了情
□ 刘晓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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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在这里延续
———省会检察机关秋季运动会掠影

□ 杨永贤

往事今说

□ 孙旭峰 胡宪政 牛继芬

增强体质 ， 交流感情 ，
文体辅助 ，推进工作 。 省会
检察机关秋季运 动 会 于 上

周六以简 约 方 式 在 石 家 庄

举行 。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
省纪委驻省检察 院 纪 检 组

组长朱仲达 ， 省 检 察 院 副
厅级检察员 、机关党委书记
姜树邦等出席此次运动会 。
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石家
庄市检察院检察 长 侯 建 华

委托 ，石家庄市检察院党组
副书记 、副检察长傅君佳为
运动会开幕致辞 。 石家庄市
检察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

任李芳栋主持运动会 。
拔河 、跳绳 、健步走 、乒

乓球 、羽毛球 、趣味运动等
比赛项目 ，合理的比赛安排
充分调动了运动员的热情 ；
省检察院代表队 ，石家庄市
检察院和各县 （市 ）区检察
院代表队 ， 应邀的企业 、街
道和社区代表队……众多的
人员参与 激 发 了 大 家 的 竞

争意识 。 用文化体育精神促
进工作 ，用文化活动凝聚力
量 。 检察干警们在体育赛场
上将拼搏精神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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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检察官
———送给亲爱的妈妈

□ 耿子雨

儿子想抱住您

留给我的只是

妈妈枕边的味道

爸爸想拉住您

留给他的只是

充满歉意的微笑

妈妈想抓住自己

共享天伦的甜蜜

然而 ，抓住的却是
厚厚的案卷和蠹虫犯罪的劣迹

妈妈 ，多想依偎在您的怀里
无拘无束地聊天嬉戏

妈妈 ，多想时刻牵着您的手
伴着我青春的足迹

然而 ，一旦跃入检察事业的海洋
您就再也不能自已

就像一朵朵欢快的浪花哟

只知道不倦地流淌

风霜雪雨

挡不住您一路前行的足迹

口蜜腹剑

惑不了您明澈似镜的心灵

在庄严的法庭上

女检察官啊

您是一株梅 、一根竹 、一棵松
在失足孩子的眼睛里

亲爱的妈妈

您是那缕风 、那细雨 、那颗星

面对法律

您一腔热血

献出忠诚

面对邪恶

您竖起剑眉

铁骨铮铮

灿烂的阳光下

正义之花傲然怒放

胸前的检徽映衬着美丽的脸庞

奉献的心啊迸发出无悔的乐章

本栏目由
河北省检察官文联协办

检察文苑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 省纪委驻省检察院纪检组组长
朱仲达宣布运动会开幕 。

跳绳个人赛

乒乓球比赛

跳绳团体赛 羽毛球双打赛 拔河比赛 本组图片由 过虹 王彦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