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去的机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失去的机会?》

13位ISBN编号：9787563314034

10位ISBN编号：7563314032

出版时间：1995-0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奎松

页数：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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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机会?》

前言

　　抗日战争是近代100余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
党合作为基础，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
结奋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最前线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
家、为民族，也为世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概貌，确立中华民
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进步与繁荣，对广大人民群
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是一套学术丛书，丛书规模在50种左右。
选题范围，时间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迄于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
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外交系列”、“人物系列”及“综合系列”等。从1992年开
始陆续出版，到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全部出齐。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贯彻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为研究对象。既要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战
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既要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又要反映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广大爱国官兵对抗日
战争的贡献；既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又要充分展示此一时期中
国的社会、学术、思想、文化情况；既要反映当时决策层的情况，又要反映广大基层人民的情况，等
等。总之，我们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考察抗日战争，将抗日战争的全貌展示在广大读者
面前。　　本丛书在编纂体例上，既照顾丛书的完整性，又兼顾各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做到点面
结合。在学术观点上，尽量照顾、尊重各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做统一要求，只要论从史出、逻辑严密
、自圆其说、利于学术之发展与繁荣、符合本丛书的主旨，我们即予承认。　　本丛书在编辑出版过
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照。身经抗日烽火的杨得志将军为本丛书作了序，许多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家学者等都关心着本丛书的问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样，才使本丛书在政治上、学术上更加全面、完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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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内容概要

《失去的机会》为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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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作者简介

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3年1月生
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党史系，曾任《党史研究杂志编
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专著
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合
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近
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合篇）、
中间地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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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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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尝试　　自从1927年国共两党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之
后，战争自然就成为决定两党胜负生死的关键。就在这连绵不断的血雨腥风中，中国出现了决定着中
国命运的势不两立的两种军队和两种政权。中国的一切似乎只能取决于这对立双方军事较量的最终结
果了，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异常悬殊，似乎也已经注定了历史的最终
结局。然而，就在国民党人弹冠相庆，开始不可一世地预言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历史却悄悄地在1936
年拐弯了。　　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　　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迫于国民党的强大军
事压力，放弃了艰苦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开始向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转移。自此，国共两
党的军事战略地位及其实力的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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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编辑推荐

　　这套大型丛书,汇集了国内名家研治抗日战争史的精心之作，时间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下迄
于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综合系列
”等。每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既深入透彻，亦全面具体，许多结论、观点都突破了过去
学术界的习闻常说，显现当代学人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情怀。全套书构成对整个战争的全面、真实的大
写真。可读性强，许多史事的反映都出乎意料，大量征引的资料都鲜为人知。的确是人们了解中华民
族和现代崛起和了解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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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精彩短评

1、如果我说两万年前，中国人（抱歉，就用这个代称吧）大多活不过30岁，是不是可以证明民国像天
堂一般？
2、杨奎松的作品，大抵是史料为主的，客观而真实。当然关于国共的纷纷扰扰，各色时期均有各色
的论调。当然，那些历史的谈判材料是不会改变的，变化的只是视角以及当期的政治正确性⋯⋯
3、估计就是在全面抗战前后这一时期，毛以其国际眼光和深思熟虑做出了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正确
的选择，由此逐步确立的自身地位。
    ——————————————————————————
    毛的地位是整风确立的
4、主义是手段，权力是目的。手段常新，目的不变。
5、为什么当初苦苦追求而不得，后来自己当政应该去做的反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难道一切都是幌
子。
    ————————————————————
    请读读毛在抗战胜利前写的《论联合政府》，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政策，那就是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这些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的。
6、　　       解放之初，民众对于国民党不加分辨的仇视；近年来，民众开始不加分辨的仇视当局，动
辄得咎，历史事件也总被拿来吵来吵去，一味抹黑。中共40s一度真的要整编军队、全身心的投入到政
治之中去，说出去谁信呢，就算杨奎松早就写过这本书，论证了这个问题，有几个人愿意花时间去看
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在网上只是要发泄，网易上很多人看到标题骂了再说。前段时间杨奎松回答史
清的疑问中，曾表示网络上少有真正的学术，他也不愿意在网上讨论，也难怪，网上的声音太多，你
一言我一语，很多人只是发泄，根本不愿平心静气的认真讨论。
　　       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讲，没有绝对的道德，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对的。就像企业就应
该挣钱，就像美国要全球追杀斯诺登。看事情，尤其是做研究，要秉持理性客观的宗旨，深入到历史
中去，超然于历史之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进行评判以致道德上的评价，而是应该像杨奎松所说
，首重史实，次是评价。对于历史上的人物、政党乃至国家来讲，任何一个判断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
走向，乃至会对以后的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但他们没有预知能力，不能像我们一样做事后诸葛亮，
所以任何预先备好道德大棒或者阴谋论来看待历史文本的人，多少都会带进去个人好恶。当你先验的
以为一个人一个政党是“好”的时候，那么他的种种表现都是好的，即便是不好的也肯定有他无奈的
原因；“坏”就更不用说了，处处疑邻盗斧。
　　        前段时间民国热，好似民国像天堂一般，仅举一例来说明当时当世的残酷。1936年，官方统
计数据表明，每年上海街头会有弃尸5500具，平均每天有十几具。这样的社会何羡之有？当然，我也
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关心真正的事实如何，他们只是借助古人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而已，但有时真
的会有人跟你认真说起这样的事情，会深度侵入你的生活，还确实十分影响心情。虽然公知俨然已成
贬义词，但说到这，还不能不佩服一些公知，他们从容穿梭于各种情绪与不满之中，顶着褒扬和谩骂
，在装x的道路上勇敢前行，还真是不易。
7、当人们相信主义的时候，主义就有实际作用了。
8、：）
9、“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这些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的。”原来言论自由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政纲
的。
10、老杨的旧货
11、中国从此远离世界文明进步的航道
12、2010-09-06 17:54:29 shibingyu 　　“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这些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的。”原来言
论自由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政纲的。
    －－－－－－－－－
    哈哈哈哈哈
13、以资料罗列为主，相对枯燥。
14、最后一句为什么是问号，怕被和谐掉？
15、历史  看看国共两党谈判是如何影响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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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16、主义从来不是问题.
    -----------
    是皇位之争，非主义之争
17、吐槽而已，不必当真。
18、一切都是幌子
19、挺好看的。1、彼时杨奎松已经形成了基本不议论，纯铺陈材料的风格，读者持不同立场会有不同
看法，但他评论的文字比现在多；2、国共从25年到49年之间的历次谈判，最终皆因根本政治分歧而破
裂，但从书中细节看确有多次妥协以实现和平的机会，惜哉；3、从更大角度看，妥协的技术中国人
并非不娴熟，唯缺少妥协的智慧。4、这种历史一定会重演的，今后大规模的对立纷争一定会发生。
20、　　p8:2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似应为1月23日
　　p45：允许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似应为五届三中全会。
　　p46：注释1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电。。似应为三中全会。
　　
　　唉民族罪人。。。。。。。。。。。。。。。。。。。。。。。。。。。。。。。。。。。。。
。。。。。。。。。。。。。。。。。。。。。。。。。。。。。。。。。。。。。。。。。。。。
。。。。。。。。。。。。。。。。。。。。。。。。。。。。。。。。。。。。。。。。。。。。
。。。。。。。。。。。。。。。。。。。。。。。。。。。。。。。。。。。。。。。。。。。。
21、专业的史书。
22、因为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23、读罢此书可以更明确的获悉国共两党及其党魁，其实都没有真正想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试图让中
国走上多党民主制度，都是准备维持一党制度！一个以国家统治党的法统来行事，一个则以国民渴望
的民主诉求来行事，实际上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党国体制！
24、: �
K265.19/4944
25、老杨出品，必属精品。内容充实，史料翔实。
26、　　       昨天看完了《失去的机会》，总的感觉就是标题那句话，实力是硬道理。
　　    十三年间十次谈判，就是这十三年间，国共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全面抗战前的谈
判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能够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保留自己仅数万人的部队，还要南京政府拨付军费
，到了北平和谈，国民党欲投降而不可得。人说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其实三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说三个问题。
　　    第一，毛的地位的确立。早期的谈判过程中，中共中央在谈判的策略上还是有争论的，我们还
能看到周、毛、张等人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到了后期，除了周在前方对方案的修改，就是
接受毛的指示，估计就是在全面抗战前后这一时期，毛以其国际眼光和深思熟虑做出了一系列后来被
证明是正确的选择，由此逐步确立的自身地位。
　　    第二，主义从来不是问题。历次谈判很少看到有关主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始终是在兵马钱粮
，说到底是枪杆子的问题，而主义从来不是问题。
　　    第三，除了枪杆子，一切都是幌子？我们可以看到国共谈判过程中，特别是抗战结束后，历次
谈判共产党都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独裁，要求的联合政府、民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现在叫做“
普世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建国后我们有过反右、大跃进，直至文革。为什么当初苦苦追求而
不得，后来自己当政应该去做的反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难道一切都是幌子。
27、权力和主义并不矛盾，为贯彻不同的主义，必然会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28、四一二是权力问题，不是主义问题。
29、　　�书名为“失去的机会？”，我一直对这个问号觉得别扭，国共十余年的谈判过程中当然不乏
和平统一的机会，为何要画蛇添足的加个问号呢？读完此书后，虽然杨奎松并未提出观点，但我大抵
知道这个问号的涵义了：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基础造成双方截然不同的政
治目的，并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和谅解方式。从现实角度而言，成王败寇
，国共间也许就从未存在过通过谈判和平统一的机会，通过和谈而统一的机会只是一片云，看得见但
永远摸不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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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机会?》

　　�我一向认为，政党和国家其实是没有“人格”的，对于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手段从无高尚
和卑鄙之分，哪怕我们常人看来极其卑鄙的，但只要为政党夺取政权、维护政权之目的，那就是无比
高尚的。若将国共间的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国共谈判和战场上的厮杀一样，都只是双方克敌制
胜的一个斗阵手段而已，谈判纯粹属于斗争策略和争取民众的姿态，若将其视为“机会”，多少是有
些天真的。国共双方在谈判中既有妥协亦有出尔反尔，只是双方根据各自状况和不同时期国内、国际
形势而做出的对己方的最优选择而已，教科书上国民党的心怀叵测和中共的高瞻远瞩也许都不成立。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极其清醒地认识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当然，我还
是认为不要试图去辨析这些做法到底是高尚还是卑劣，通过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和品位历史史料，我们
能做到的只是理解当时的国共双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
　　�本书前言的一段很是吸引我：
　　�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
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
　　�
　　�我真心希望两岸政党和人民都能一直持有上述两个观点。
30、我读的那本封面不是这样的。 内容有点枯涩，但都很实在。

31、　　       所谓“抗战前后”，实际上包括了1936-1946年间的两党谈判，最后一章还涉及了国民党
大势已去之后的北平和谈。对共产党一边来说，是从濒临毁灭、到起死回生、逐渐壮大、再到击败对
手的过程；对国民党来说，是其合法性由于抗战而至顶点到被共产党彻底打垮的过程。这期间到底发
生了什么？这种变化为何又是在抗战期间发生的呢？如果没有抗战，故事将如何发展呢？
32、而主义从来不是问题
    ——————————————
    如果主义不是问题，就不会有四一二了⋯⋯
33、　为什么当初苦苦追求而不得，后来自己当政应该去做的反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难道一切都是
幌子。
    　　————————————————————
    　　看《动物庄园》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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