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1946》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1946》

13位ISBN编号：9787552908688

10位ISBN编号：7552908688

出版时间：2014-1

出版社：白山出版社

作者：张正隆

页数：3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1946》

内容概要

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最新力作！延续《雪白血红》《雪冷血热》《枪杆子1949》刚强气魄，还原历史
现场残酷逻辑，细节呈现国共相争的始末。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以极为丰富的史料详尽地记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国共重庆谈判开始到内战
全面爆发期间的种种历史细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现场 ，并且从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巨细无遗、
不厌其烦的利益博弈中，洞悉历史的必然走向。
张正隆说：“历史深处，颠覆性的东西太多了，历史里头都是新闻！我就留在历史里不回来了⋯⋯历
史它有那种魅力，我就像是跟它谈恋爱。”
从《雪白血红》大胆写史遭遇噩运，险些深陷囹圄；
到《枪杆子1949》血气方刚空前畅销，引发巨大轰动！
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研磨笔锋、披挂再战，
《中国1946》全景展现内战前夕的铁血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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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正隆，1947年出生，辽宁本溪人。著名军旅作家。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枪杆
子1949》，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
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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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是血红雪白拆开了写，等着1947、1948、1949接着出吧
2、不如以前。感觉先有论点，再找论据。
3、不错，只希望作者能系统的写写解放战争。
4、题材不错，太啰嗦，立场先行
5、没想到单位图书馆还有这本书。可参见王彬彬《中共军队名称的变化》（载于《钟山》2013）、黄
仁宇《黄河青山》。
6、这应该算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让我了解国共内战的书了。书的最后作者给了老蒋一个“如果”。
“不知蒋介石可曾后悔，因为他清楚，如果没有这场内战，他不会盛极而衰，起码不用逃去台湾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应该不是在中国举办了，因为1945年9月中国体协就申办了。三峡工程也应该
早已造福社会，因为同年1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已经与美国签订了《开发三峡合同》。今天别说钓鱼
岛、黄海了，连台湾问题也不存在了。”但是，哪里又会有如果，当蒋介石坐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收
听北京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时，是否已经认识到党国的命运葬送在自己的手里。
7、看了翻了几十页，扔了，作者越写越差，比他的《枪杆子》更差了。
8、内容一如作者的风格，有点乱，封面林的照片选的时期不对
9、豆瓣赠书。内容上只能当通俗读物来看，语言组织也有点随意。另外涉及到战争的书，果然还是
应该配地图看。

Page 6



《中国1946》

精彩书评

1、读了之后对国共的历史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个人感略逻辑性
不是太好，导致了整本书前后都在反复提一些事情，略累。国共的较量，其实就是 管理的较量、政治
手段的较量、格局的较量，毛主席赢，历史选择他是有他的优势。能够在苏联看不上，美国帮国民党
，军队武装各方面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获得中国政权，确实佩服。枪杆子里出政权，腰杆子要硬，就
要把握住根本力量，有的时候看清楚本质，把握住时机，单纯的走下去，就能成功。
2、历史将过去定格，故事里的是是非非，任人评论，它不着一言。但是曾经的错综复杂是否能复原
，是否能让后人看到事情的真相，就不好说了。历史是幸存者的记录。1945年，我们迎来了8年抗战的
胜利，欢呼雀跃。外部入侵势力，已经被驱逐，美帝国联蒋反共，不希望中国内部发生内战，引起新
一轮世界大战，莫斯科指令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会谈，，扬言如果发生内战中华名族将有毁灭的危险。
蒋介石大力造势，三封电报诚邀毛去重庆会谈，共谋和平内治。虽然明知是鸿门宴，但是毛等依然有
弥天之勇，不卑不亢前往共谋国是。中华名族是战是和，成败似乎全在此举。蒋介石之流，总想天下
繁花似锦，想法设法给自己立牌坊。三封电报邀请毛等商谈，却没有任何提案准备，未知一切可商谈
，不想有已成之决定。然而，他的商谈宗旨是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以此为中心。在营造良好的
谈判氛围表面，核心问题始终谈不拢。重庆在商谈，阎锡山在山西和八路军争抢地盘。蒋介石授意阎
的军事行为，对外解释成他的个人行为，政府不知。此等可笑事不止一两件，这厢谈，那边打，似乎
纸上的东西与枪杆子不搭界，互相不理睬。即使签定了《双十协定》。美国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的多
方周旋，极力促成中国的和谈，他们积极乐观的美国式思维，坚定只要两党能谈好大方向问题，一切
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所有问题最后都不是问题的。东北问题一直避而不谈，蒋甚至发言，不拿下四平
，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周恩来总理在重庆商谈，林彪在四平打仗，俨然文在重庆，
武在四平的局面。终于还是战争了。就像林彪预言的，只能靠战争争取和平。内战开始了。八年抗日
战争后，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四战四平，在战火中伤亡的老百姓不低于守军的人数。1946
年夏流行霍乱，四平遍及城乡，死亡甚重。1945年胜利年，本可以共商和平，复兴治国的时候，谈判
在停停打打中走到了1946年，中华名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却枪炮声再起，山河破碎后，再打得红遍天
下。1946年，警钟长鸣的一年，本可以书写另一种历史的一年。
3、看这部小说，总是会不由地让人想起《建国大业》。说的是同一段时期的故事，在抗战结束之后
，各阶级、各党派、广大人民群众反战情绪高涨。于是，在民主爱国人士张澜等人的斡旋下，毛泽东
代表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拉开了重庆谈判的序幕。为了表示诚意，共产党主动放弃了部分
占领的解放区，然而，国民党却丝毫没有建立民主政府的意思，反而驱赶民主党派，逐渐走向了军政
府独裁统治的灭亡之路。 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获得了全中
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垂死挣扎的国民
党仍妄图借助阴谋暗杀等卑劣手段阻挠会议召开，一场为建立新中国的决战由此展开⋯⋯ 记得那时候
看《建国大业》这片的时候，眼泪是哗啦啦的止不住，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忍不住眼眶湿润了。原来
开国大典上那些发自真心的无邪欢笑背后有着一个国家诞生前的如此的阵痛和血污。这部小说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尽量将那个年代的历史用故事的手法写来，让人一读就放不下书。书中一处描写让人
心痛：徐州会长大败，蒋介石决定豫东做战略撤退，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挡日军西进。从而
导致了893303人死亡，3911354人外逃！这不禁让我想起《1942》的小说，里面有段话，大意是说外国
人把河南大灾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在那之前蒋介石一直认为河南大灾是底下人编造出来骗灾民费的。
书里用一种反讽的语气说道：这外国人太没眼力见了，蒋介石怎么会不知道真相呢，只是比死人更重
要的事情还多着呢。确实，中国的政治家大抵是如此的，因此我读《三国志》时，最感动的是刘备围
困程度，虽然城中尚有精兵3万，粮食一年，但刘璋却宁愿自己头像，千古骂名，也不愿意百姓做无
谓牺牲。这才是英雄！所以更为人民着想的毛泽东，得道者多助。而蒋介石，则只能失道者寡助了。
4、视角独特，不错的一本书。从1936年到1945年，中共已经积聚了129万的军队，200万的民兵，已经
再不是从江西刚到陕北时的用兵用人捉襟见肘的摸样了。当时的中国，国共双方都充满了自信，都自
信自己是中国的主宰者，在国民党的六大和共产党的七大上都有体现。蒋中正邀毛泽东去重庆，一方
面是史上所说的缓兵之计，是烟幕弹，同时国民党也想从谈判中真正拿到一些东西，实际上并没有拿
到什么。蒋为什么没有扣留毛或者下毒手呢，是其妇人之仁之因，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他已经演了
一次妇人之仁，1945年又演了一次。当然，扣留毛会有很多负面作用，国际压力，声誉扫地，以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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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个毛对中共的实力毫发未损。衡量来去，放了回去，放虎归山，永留后患。只是，1949年，蒋败
退台湾后，毛也并未穷追败寇，赶尽杀绝，都是历史的轮回。
5、八年抗战，胜利来的太突然，人民群众们还没回过味儿来，却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昨天还是
民族统一战线，今天国军、老美、小日本儿和二鬼子们就合起伙儿来跟土八路掐架抢地盘儿。。。。
。。              
6、这个书，看着封面编辑的推荐，毛泽东的命、蒋介石的运、林彪的算，看着比较吸引人，就买了
一本，才看了50多的页。。但书中的观点不够严谨，而且大多的采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来叙述，
而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整理的较少，而且书中所描绘的口径多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为主。其实这个书作
为消遣看看还可以，但是决不可当做一部分史实来读。。。。里面说蒋介石不要民主，而解放区确实
实行了民主、自由，这些都是片面的观点。。。1945年，国共双方都想争取和平，民主，组建民主联
合政府，但是双方都在地盘和军队上争论不休，谁都不肯去让一步。。并不是蒋公不想要民主、不想
要和平，而是客观现实所在，共产党在东北拒绝国军对东北进行接收，而且在东北和华北蠢蠢欲动。
。。国民党内本身就派系林立，不如共产党组织严密，所以党内的很多派系都无法调和。蒋公又是军
事强人，选择打还是和，一直都犹豫不决，后来1946年，国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有着很
大的失误，才造成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孙中山在世的话，国民党是不会一败涂地的。。
。看国共方面的书，杨天石老师主编的一些列书是很有价值的，建议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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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1946》的笔记-1

        初次接触的张正隆的作品是2008年出版的《枪杆子1949》，讲述的是被称为“狗皮帽子林彪大军”
的四野从挥师入关开始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那段历史。看过之后的感受绝对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人物鲜
活，叙事生动，大篇幅的亲历者叙述和大段一字未动的军事电文让书中的历史从二维的文字上升到三
维的立体空间，让读者产生了好像自己就是林彪大军里的一员，跟随浩浩荡荡的铁流从南到北亲历了
那段历史一般的感觉，更切身体会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林彪等四野将领也不再是单调空洞的名字，
仿佛就在你眼前行军布阵挥斥方遒。
后来渐渐了解，作者张正隆的成名作是80年代末出品的《雪白血红》，因为客观真实差点身陷牢狱，
该书也迅速被禁。作者的写作风格在《雪白血红》中已经确定下来，那就是依靠采访历史亲历者（当
时的四野和国民党官兵）和查阅第一手档案（来往军事电文），掌握了这两部分，不出好作品都难，
当然付出的艰辛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说起来这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前两天与人聊天时偶然提起张正隆，一搜，这两年也出了几本
书。挑了两本，不看不要紧，一看简直崩塌。
《无上光荣》讲的是1931年9.18小六子跑了之后的几年里，东北军民抗日斗争，《中国1946》讲的抗日
战争结束后一年里国共如何斗法。两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大爷啰啰嗦嗦唠唠叨叨自说自话的给
你说事儿，一句话掰八瓣说，车轱辘话来回说，实在让人看得头昏脑胀不耐烦。要不是冲着“买都买
了”、“看都看了”的残念，早扔了。
所以，想看张正隆的书，《枪杆子1949》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哪天再出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也许可以
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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