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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人物》

内容概要

本书是《民国大人物》第一部，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的人生浮沉。所写人物囊括
了民国时期在政界、军界翻云覆雨的最知名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
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戴笠、杜月笙等近七十人，为民国人物短史记。
作者擅长“史记笔法”，选取每个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节点和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用传神之笔勾画出
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命运变迁，辅以珍贵的民国老照片，真实可感，好读可信，揭示被人刻意隐藏的历
史真相，着力表现身处大时代的杰出人物的风骨与情怀，旨在绘就一幅民国大人物的精妙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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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人物》

作者简介

滕征辉，辽宁盖州人，中国社科院博士。
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先后涉足学界、政界、商界。读书广博，著作颇丰，自2011年起，陆续出版《段
子》系列，畅销50万册。其独树一帜的幽默好玩而有内涵的创作写法，深受读者喜爱，被称为段子体
掌门人，影响遍及大陆、港台。
作者尤喜民国历史和人物，常年多有涉猎。近年来披阅史料，潜心创作《民国大人物》，意在为民国
三百位大人物勾画群像，重现民国大时代背景下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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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人物》

书籍目录

序言：大时代，大人物
一、枭雄应势而起
袁世凯：民国第一枭雄
徐世昌：却负黄花号菊人
段祺瑞：求人不如求己
冯国璋：平生志在温饱
王士珍：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段芝贵：民国第一皮条客
张勋：你爱我么？
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孙中山：民国国父
黄兴：投笔方为大丈夫
陈其美：上海滩风流都督
宋教仁：桃源何处寻渔夫
廖仲恺：国民政府“财神爷”
胡汉民：书生意气防肠断
章太炎：疯狂的泰斗
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
蔡锷：流血救民吾辈事
李烈钧：万象眼中收
三、乱世掌国
蒋介石：掌握中国的秘密
宋美龄：权力的真正滋味
宋子文：民国国舅
孔祥熙：民国第一连襟
陈果夫：不学有术的奇人
戴季陶：中国的戈培尔
戴笠：世界第一间谍
四、一时多少豪杰
黎元洪：被迫上任的首义都督
曹锟：鸿鹏高翔万里心
吴佩孚：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人
孙传芳：仆人没有好东西
张作霖：有土也不能给日本人
张宗昌：“三不知”将军
韩复榘：鞋小太挤脚
石友三：被活埋的无耻之徒
孙殿英：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
徐树铮：江声澎湃恨谁知
杨增新：过河卒子
盛世才：民国“新疆王”
马步芳：西北群马一台戏
五、浮沉几度秋
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
冯玉祥：总是换张儿，很难和得上大牌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张学良：我的事情是到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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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请视此血道而来
陈炯明：全凭一寸赤心知
李济深：及身要见九州同
陈济棠：得机失机南天王
唐继尧：东大陆主人
龙云：武术家“云南王”
张发奎：一个香炉一个鬼
程潜：几起几落数十年
刘湘：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文辉：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杨森：只恨岁月催人老
唐生智：千万别拜把子
何键：人生能有几何
六、时也？命也？
溥仪：晚清儿皇帝
郑孝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汪精卫：从刺杀到被刺
陈璧君：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康有为：残缺的“圣人”
梁启超：善变的引路人
唐绍仪：中国第一任总理
张謇：状元实业家
张澜：百姓笑破不笑补
蔡元培：留取心痕永不磨
杨度：万变不离其宗
杜月笙：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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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人物》

精彩短评

1、民国和春秋战国时期类似，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出现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大人物
。这篇或出身行伍或革命志士或一代枭雄。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2、写的内容也不知道算什么。
3、机场原价买的，值得！因为我看完了，这年头买本书比吃顿饭便宜多了，只要看了就是好的。何
况写的也不错，专业人士当然是不入眼的，嫌太段子太浅显，可对我们外行来说，春秋笔法，信马由
缰，读来尤为有趣。一个大写的好！
4、民国人物的担当、风骨与人生
5、个人觉得一般
6、基本对民国时期有名的人物都做了简单介绍 可能也正是因为介绍范围太广 导致每个人物的篇幅有
限 基本只是介绍了每个人平生最著名的一到两件事 读过之后只是对每个人有个初步的认识
7、和想象中一样，评书快板等级，浅、平、快。
8、文笔太糙
9、值得一看！
10、随便看看
11、文笔差就不说了，对历史和人物的解读主观性太强，倒是便于走马观花般粗略了解民国人物，也
算有些收获。
12、书是好书，作者对待事物的看法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思考的。
13、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泛泛而谈吧 也可理解 书不厚 却讲的人很多。
14、low得一B
15、人物比较丰富，但是都是剪短的人物的片段式重点介绍，作为民国人物的初步认知科普书比较合
适。
16、走马观花的看一些民国的人和事，认真的看了，其实也没记得多少。也值得花时间去读，因为那
时的历史和人物，有太多需要去了解。
17、这书就跟没有一样，一点用都没有
18、东西写的稍浅一点，但是整体看下来有群像的感觉，民国可说的太多，原来竟也可以说成段子
19、蜻蜓点水式的介绍！
20、        此书当作枕边读物来看倒是极好的，每一个人物只截取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风格、语言来
涵盖一生，不会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历史浩瀚的压力。泱泱民国英才辈出，用短平快的写法勾勒每
一个重要人物的轮廓，使其跳出历史的严肃，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有模仿《史记》的斧凿，但也用心
良苦的注入自己的风格，每天睡前翻个几页，很有意思。
21、一般，走马观花看一通，不一定会记得哪些人。但是也会有惊喜，看到人物之间的关系，师徒？
同学？同乡？看来也会有些趣味。
22、专业人士估计会认为此书价值不大，既不是严肃的传记，也没有稀见的史料 。但一般读者不妨一
阅，全书每个人物，均由各个段子组成，犹如“近代名人轶事大全”，特别是写专栏没材料的，一书
在手，不求百度。哈哈哈。
23、普及性图书
24、百度精简版。对于小白适用。
25、逛书店的时候随便翻了几下，没想到居然很多人我都认识，后来又怕跟百度百科写的一样，结果
回家一看，也不算后悔，如果你喜欢看人物传记又不愿意看厚厚一本的人人可以看看。
26、民国历史百家争鸣，复杂极了，想学想记还得多看几本。见见理清楚点，还是能从中体察到些大
人物们的无奈和历史的沧桑吧。后人再说，都是无力，以前感觉历史就是黑白的，民国历史似乎有点
色彩了吧。100年前都出国留学，不畏艰难困苦，想一己之力改变国家。今天的我们呢？是因为朝代？
是因为政府？我觉得还是自己没有那个眼光。我们在大人物面前，就像蚂蚁一样。张骞说治理县要用
一省的眼光，办省要有治国的眼光，办国要有世界的眼光。蔡元培说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
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杜月笙说不要怕被别人利用，说明你有本事。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
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大。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着，天下之公理也。胡适说
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还是多看看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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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段子书
28、比较零散，每个人的一生四五页纸概括性的讲了一下，可以随便翻一下⋯⋯
29、随意一读
30、文化公司深厚，观点新颖。
31、理条线索，百度抄一遍，都能出书
32、人物志。民国大人物面面观。虽然不详细，但至少知道了哪人是哪人。最无语的是我的一个镇子
的同乡是最大的叛徒。
33、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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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人物》

精彩书评

1、因对民国时期的历史一直比较模糊，故选了这本，用时两个月读完。每个人物用两三页的篇幅做
简要介绍，感觉像是看了30万字的百度百科。作为一本厕所文学，看一位人物刚好是一坨屎的时间，
故而轻松愉快，肠道通透，最可喜的是：不容易便秘。拜中学历史残存的记忆碎片所赐，大部分名字
在脑中有个模糊的印子，而一个一个看过去，一幅幅画像跃然纸上，他们不仅是活了，而且也有了血
肉联系。血亲也好、师生也好、同志也罢、世仇也罢。像是大人物们爬出了坟、化上了妆，按剧本演
了一出出的舞台戏，虽然精彩程度有待商榷，但作为科普或是引子，当是物有所值了！怕忘却总结几
点感想：一、民国是乱世，是政治转折、思想迸发、意识形态碰撞的温床。二、乱世的英雄辈出，乱
世的百姓辛苦，但乱世的历史精彩。三、江山易主、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国共激斗、风云人物载沉
载浮，但爱国仍是大部分大人物共同的信念。四、不要用碎片化解构历史，要有逻辑的看待历史的规
律和趋势。五、不要论人物是非，要用同理心去善待每一个人物，包括历史的罪人。六、民国的大人
物都是书法家和诗人。张骞说治理县要用一省的眼光，办省要有治国的眼光，办国要有世界的眼光。
蔡元培说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杜月笙说不要怕被别人利用，说
明你有本事。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大。梁启超说法者天下
之公器也，变着，天下之公理也。胡适说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
你的梦。     历史不停，多少豪杰都付笑谈中，但总还有一些闪光的东西能够跨越时空，我们不仅要笑
谈，也要以史为鉴，对现实生活提供助益，进而对国家前途做深沉的思考，这大概就是历史予不同时
代的人们的意义吧。
2、腾征辉将民国的每个大人物用两三页的篇幅做一个梗概的介绍，虽然不能有深入的了解，但可以
配合其他民国人物传记作为工具书使用。比如晓松奇谈上讲张学良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去东北大学创建
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但实际上林徽因与张家有仇，在这本书里介绍郭松龄时就提到了，因为林徽因的
父亲林长民与郭松龄一起反奉，过程中被杀，所以是杀父之仇。另外这本书的纸质简直太棒了！字体
大小行间距安排的也很合理！

Page 8



《民国大人物》

章节试读

1、《民国大人物》的笔记-第273页

        梁启超患有肾病，1926年去协和医院诊断后手术，却把那个好的肾给切掉了，一时舆论哗然，他
在《晨报》著文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界
前途进步之障碍。

2、《民国大人物》的笔记-第103页

        戴季陶很快出来了，他以妻子探监时对他说的话自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
不是好主笔。这段话在民国极为著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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