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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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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戴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之特殊。
和它与许多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的紧密相连不无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北戴河也是钟爱有加，制定了在此地避暑办公制度，使这里在20世纪50年代中
期以后，长期被人尊称为中国的“夏都”。
    有人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政治晴雨表。
”从这里导演出共和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悲欢交织的生动图景，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
    本书揭开了历史尘封的北戴河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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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曾在沈阳军区当过战士和政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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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起北戴河，国人可谓家喻户晓。
此地是渤海湾金项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位于秦皇岛市西南部，东起狼牙山桥，西至戴河口，海岸线长约15公里，是享誉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
地。
197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
然而，关心政治的人提到北戴河，重视的是它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曾被称为中国的“夏都”。
中国人谈起古代历史，难免要讲起秦皇汉武。
北戴河的历史，恰恰与这两位古代著名帝王相关。
特别是秦始皇派人从这里出海巡游，被人称为中国外交使节的最早出发点。
到了近代，北戴河又上演了外国入侵、中国军阀争斗的重要一幕，避暑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开创了
当地的一大特色。
全国解放后，北戴河便被中共中央选定为夏季避暑办公地。
毛泽东从1954年起便经常于夏季到此，不仅下海游泳搏击风浪，还在此作出了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
的重大决策⋯⋯01/斗转星移，渤海明珠千年山河变迁隶属河北省的北戴河，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
部鸽子窝、金山嘴奇峰呷角，怪石突起，拱桥矗立。
西部为连绵起伏的东西联峰山，覆盖常绿针叶林和落叶林。
南为剥蚀浅丘，山峦起伏，苍松翠柏。
北为剥蚀平原，土地平旷，农田阡陌。
由于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犹如璀璨明珠镶嵌在渤海北岸中部，自古就为世人所瞩目
。
站在高坡之上，遥望一脉青山，一汪碧水，北戴河海滨环境优美如画，风光无限旖旎。
这一风景区西有婀娜秀美的联峰山，草木葱茏，花团锦簇，文物古迹众多。
戴河如练，沿山脚蜿蜒入海，如诗如画。
南面是悠缓漫长的海岸线，质细坡缓，沙软潮增，水质良好。
沿海开辟的几十个专用和公共浴场，为游客嬉戏大海，尽情享受海浴、沙浴、日光浴提供了理想的场
所，其沙滩之好为中国之最。
如今的人又将北戴河海滨当成时髦的“天然氧吧”。
紧张的工作之余，步入温馨、典雅的氧吧，呼吸纯净的氧气，放松疲惫的身心，已成为当今都市人的
一种时尚。
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喊着时下正流行的“到北戴河吸最纯净的空气、看最蓝的海天、赏最美的星空”
的口号，纷纷涌向“天然氧吧”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0.3℃、盛夏日
平均气温23℃。
现代人注重绿色生态环境，这里城市森林覆盖率达52.7％、人均绿地达620平方米。
这里空气新鲜，大气质量属国家一级标准。
空气中富含有益健康的负氧离子，大约每立方厘米4,000个～7,000个，大大高于国内其他农村和城市。
负氧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对人体健康长寿有诸多益处。
它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人体抗病能力。
许多人称，置身“天然氧吧”北戴河，深吸一口集天地之精华的清新空气，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令人
心旌摇曳，飘飘欲仙。
在北戴河的海岸线内，有各种风格的旅游景点与众多的花园、绿地，山、海、花、木与掩映其中造型
各异的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优美、和谐的风景画。
北戴河海滨俨然是人间的伊甸园，千百年间引来的游人不计其数，上至帝王将相，下有走卒贩夫。
论起北戴河的历史，可谓历史悠悠，贯通古今2,0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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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华夏民族的先民们就在这块海岸上繁衍生息。
在商、周时期，北戴河一带属于孤竹国，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土地，燕昭王等都曾到此处巡游居住。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经此攻辽东，虏燕王喜，燕亡。
秦朝将原燕国东北之地属辽西郡，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碣石，即如今的北戴河，“刻碣石门”，并在
今天的金山嘴筑行宫。
北戴河成为最早的中国“夏宫”，正是从中国第一个封建帝王秦始皇开始。
据说，这位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曾在北戴河派出求仙使者，有人称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海外交往。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刚即位的胡亥效法先皇，出巡碣石，并从碣石海港入渤海
湾浮海南下，进行新的航海尝试。
汉承秦制，汉朝北戴河仍属辽西郡。
汉高祖一至三年，在北戴河莲峰山、金山嘴一带建筑起军港。
元封元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以后，于夏四月北巡海上至碣石，筑“汉武台”。
可见在秦汉时代，帝王们便看好这块避暑宝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自186年黄巾起义爆发，189年董卓进洛阳引发军阀大战，中原大地都成为战场。
起自青州的曹操经过10多年奋战，扫平群雄，统一了北部中国。
不过战乱的后果也是极其惨痛的，东汉末年全国人口6,000多万，此时降到只有1,000多万，北方建立魏
国时人口统计只有443万（如加上隐漏者至多再加1倍）。
在大乱甫定之际，建安十二年秋（207年），曹操北定乌桓沿辽西走廊回师，傍海来到临榆古碣石境地
，赋诗《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千古名篇，表现出曹操当时统一天下、奠定太平之世的气魄和志向，也为北戴河留下第一首佳作
。
自魏晋之后，中国北方陷入大乱，五胡十六国相继出现。
在北燕的太平六年，游击将军、中书侍郎褚臣受命海上移民，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向渤海北岸碣石海上
的移民活动。
隋朝统一天下后，北戴河一带成为军事要地。
隋朝大业八年，礼部尚书杨玄感等受命督运军粮船队，从太原仓（潼关西）、洛口仓和黎阳等地启程
，顺黄河、水济渠分头入渤海湾经临榆关碣石海港转至白狼水海口（隋改榆水为白狼水）的望海屯，
北戴河一带成为屯粮基地。
隋大业十二年春，隋炀帝第一次大举进军讨伐高丽，水军由东莱（今莱州）出发，运输船从东莱、碣
石等地浮海先进，船舻相接数百里，兵员号称200万（实际数只有一半），而专门从事运输粮秣及军用
物资的则更多，史称“馈运者倍之”。
征讨高丽是中国古代战争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不过碣石也因此留名。
唐朝建立后，北戴河一带为河北道营州，唐太宗为征高丽，来此巡幸、驻跸。
到了明清之际，当地属永平府，为山海关驻军的后援基地。
清帝问鼎中原后，因其游牧民族的遗传特点，连续10代皇帝都不喜欢大海，夏都也选择在承德而不在
海滨。
虽然古代的北戴河、秦皇岛是海上交通要地，被称为派出外交使节的最早出发点。
然而当地真正的外交活动则始于近代，以外来客和异邦使节身份的首批避暑者踏上北戴河的土地，却
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屈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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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美等国获得了在北京常驻外交使节的权利。
驻京的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终于看中了渤海之滨的北戴河
。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应驻京西方使节的要求，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准中
外人士杂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各国人士的旅游避暑地。
自从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后，吸引了外国宗教界、政界、商界人士及中国达官富商的大量涌入。
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至1935年日本侵华的“华北事变”期间，是当地兴建别墅的高峰期，北戴河成
为中西建筑艺术的大展台。
同期来此游览、避暑的游客涉及64个国家，这一海滨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端和缩影的北戴河，在近代历史上也创造了几个第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清政府在此设立第一个官方经营的外国使节避暑区；民国六年（1917年）4月25日，北洋政府由
京奉路向此地开通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线铁路。
民国十年（1921年）8月12日，北京政府航空署开辟至北戴河的中国第一条旅游空中航线；从行政管辖
看，北戴河在中华民国初年改属于直隶省津海道临榆县，1932年6月北戴河避暑区改称“北戴河海滨自
治区”，1936年12月又改为北戴河海滨风景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末将北戴河改为北戴河海滨区，隶属河北省公署。
1948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戴河，当地属河北秦皇岛市管辖。
在近代史册上，北戴河虽是一块避暑疗养胜地，却也充满了中外纷争，在战争狂涛中如同一叶飘浮的
小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即以水陆两路出兵占领了山海关，其一部进占了北戴河。
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所不施。
当地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男女老少纷纷逃避山中。
随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军队分别在山海关的“老龙头”附近修建军事营盘，
还常派官兵到北戴河逞威。
民国初年，外国人强行到北戴河建房占地，德国还在此驻兵，引发了不少外事纠纷。
民国二年，北戴河建立了海滨巡警一局，当时设管带1人，巡官2人，警员44人。
随后，民国当局在蔡各庄堡、北戴河分别设立警察分所，维持治安并处理中外纠纷。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因害怕孤悬海外的部队被协约国消灭，主动向中国交出北戴河
海滨王胡庄营盘，原运兵用的简易铁路撤除。
后来德侨陆续遣返，大部分房屋被中国的达官贵族抢购，使得北京、天津的官员和富商们也在此占有
一席地盘。
1916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首次来北戴河海滨，发现“各国外侨纷纷组织团体，焉有喧宾夺主
之势”。
他尤其不能容忍外国人那种“殆以我不能自治，取而代之”的骄横态度，便酝酿成立自治组织。
1918年7月，朱启钤开始号召在海滨避暑的中国知名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以“争主权，攘外
人”。
翌年8月10日，北戴河海滨地方自治公益会成立大会召开，选举梁士诒为主席，朱启钤为会长，并制定
公益会会章，其宗旨是：保护主权、规划市政，管理避暑区之行政事宜。
中国人建立的这一自治组织，目的便是保卫北戴河的主权，从此当地的开发由外国人把持逐渐转入以
国人为主。
1919年9月，公益会会长朱启钤发表声明并呈内务部：禁止买卖联峰山、鸽子窝两处土地，以保护风景
名胜。
他们在声明中要求凡遇有外人永租联峰山及鸽子窝范围以内之地者，其契约一律不准投税，以杜纷争
。
在中国官绅主持下，同年夏天莲花石公园落成，占地面积133亩，并在莲花石公园内修建北戴河海滨第
一个运动场。
同年，北戴河地区又建成海滨第一条公路，即西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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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滨火车站至河东寨，长3,455米，外国人和中国显贵们就此可以改变乘轿而以乘车来海滨。
随后，中国银行仿庐山办法，夏季在海滨设临时办事处，为避暑人士金融周转服务，此为当地建立银
行办事机构之始。
面对中国人捍卫主权的行动，外国侵略者自然不甘心。
1919年，以英、美、德国人为主在北戴河海滨也建立了一个“东山会”，这是西方人为扩张侵略势力
而建立的组织。
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外国人毕竟更有势力，中国官方往往惧其淫威而不敢对抗。
北戴河的建设虽然日益发展，在当时频繁的军阀混战中却不是一块安宁的绿洲。
1922年5月，直奉战争开始，奉军进驻崔各庄，收缴海滨警察局枪械。
因京奉铁路悉归军用，海滨支线通车不久即停，待战争结束后到7月23日才恢复通车。
直奉战争爆发后，英国借口保护海滨设施和外侨，派军舰“克莱号”载水兵50人由威海卫驶至北戴河
海滨登陆入侵，分驻东、西山。
6月2日，当奉直军队向海滨逼近时，英军通告双方“毋侵入海滨”。
两军都惧怕外国人，不敢靠近，附近数10里乡民扶老携幼来此地避兵，致使草厂等村人满为患。
乘着直奉战争后英军进入北戴河之机，1922年8月8日英国人李德立召开由各国避暑之人及中国海滨公
益会会员参加的会议，旨在号召海滨外国私人团体联合请愿以扩张其政治势力，操纵地方市政等一切
权力，当场遭到中国方面公益会列席代表的拒绝。
临榆县警察厅长获悉此事，旋即觅到李德立草案原文，认为“所列条款既违背国际礼仪且有越俎代庖
之患”，当即制止，并将英文原案及中文译本直接呈报直隶省长王承斌，从而打破了英国人乘此机会
控制北戴河的图谋，在当时算是一次难得的成功维权。
1924年夏，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来到北戴河。
当时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正在酝酿第二次直奉大战，张学良花重金从法国购进水上飞机，由秦皇岛运
来海滨试飞。
9月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海滨草厂进驻了吴佩孚指挥的直军马队，赤土山成为直军第三飞机杨
，只是避暑区还没有中国军队敢进入。
到了10月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进行大战，津榆客车停运。
至10月11日，在北戴河海滨的直军之马队、飞机均进至榆关参战。
此时，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10月26日直军崩溃，奉军乘胜追击，占领山海关与天津一线。
至11月上旬战事终止，津榆铁路客车恢复通车。
在这场有几十万军队参加的军阀大混战中，北戴河避暑区因外国人的关系而置身事外，同样涌来大批
难民。
1928年夏，南京政府北伐成功，同年秋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内战乱表面缓解。
1929年7月，已主政东北的张学良从沈阳来北戴河避暑，下榻于章（章瑞亭）家楼。
同年8月9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偕夫人福芝芳来北戴河避暑、游览。
9月10日，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偕夫人到北戴河游览。
这时的北戴河，中外人士纷纷来购产建房，北戴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0年夏，国内又爆发了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新军阀大战。
这年7月，张学良第3次来北戴河，此时正值“中原大战”。
蒋介石集团派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到北戴河前来游说，争取张学良参加自己一方。
反蒋的各种势力也派出代表，如阎锡山派出贾景德、傅作义、温寿泉等，冯玉洋派出邓哲熙、薛驾弼
、门致中等，汪精卫派出郭浆祺、陈公博等，都云集北戴河游说拉拢张学良，海滨避暑游览地成为国
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心。
当时的东北军参加哪一方，对整个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学良开始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严守中立。
英国驻远东皇家海军司令乘旗舰“背特号”率海军眷属船来海滨拜会张学良，9月6日美国兵也侵入海
滨，安设营帐一二十个，大事操练，声称要在此“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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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经过一番犹豫，终于站到蒋介石一边，率东北军进入北平，阎、冯两军腹背受敌而崩溃，中原
大战以蒋介石获胜告终。
东北军主力入关后，日本关东军乘机于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
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至天津一线，第57军军长何柱国兼临永警备司令，指挥辖区中国军队控制北戴河
、榆关一线。
这时北戴河避暑区改为北戴河海滨自治区，设自治区公署，主要由东北军控制，但处在日军的威胁之
下。
1932年6月，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经过和责任，行前来北戴河
小住，拟定在此起草调查报告书。
张学良将军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
在日本占领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这一“调查”毫无结果。
随后，日军从锦州向山海关逼近，国民党57军军长何柱国把主力军队部署在北戴河一线，准备迎战。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
同年春又向长城一线大举发动进攻，国民党军抵挡不住向南败逃。
4月初，日军占领滦河以东各县，16日侵占秦皇岛，同日夜北戴河沦陷。
一伙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的土匪强行接收海滨公安局组建“治安维持会”，海滨秩序一片混乱，只有
西方人居住的别墅区还没有被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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