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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

前言

“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当两种文明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期而遇时，愚昧的一方必然会在不可逆
转的进程中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这似乎成了人类每一次进步都要遵循的定律。    欧洲人的“风帆”打
破了北美大陆的宁静，他们给那里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明，同时也带来了血腥和杀戮。那
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大个子成了北美大陆的新主人，而曾经的主人——印第安人则被抛弃到了受奴役
的一方。历史的选择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但是对北美新的统治者来讲，他们乘风破浪满载而来的希
冀，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管是最初的英国人，还是后来的法国人、爱尔兰人，他们
都改变了原有的认知，从一个“入侵者”的角色渐渐转变为“拥有者”。而随着自身殖民地各项制度
的完善，他们对原有宗主国的眷恋感逐步消失，在这里人们听到更多的是“我是北美人”，而不是“
我是英国人”。    随着商业的发展，北美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欧洲宗主国统治者的心中，
北美已经变成了一块“肥肉”，更多强制的、不合理的殖民地制度应运而生，目的就是从这块被征服
的土地上榨取更大的剩余价值。    一系列的高压政策让本已宗主感淡泊的北美人更加失望，并且逐渐
将这种失望的情绪演变成极端的对抗，大大小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层出不穷。面对殖民地人民
的反抗，英国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与殖民地民众进行协商。但是殖民地人民看出了英国并无诚意
，而此时实现北美独立自治的愿景也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独立的情绪慢慢汇集起来，终于在
莱克星顿这个地方爆发，从而点燃了独立战争的战火。英国失败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
诞生，虽然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的国家面临的困境难以想象，但是民主制度的落实和完善确保了美
国在逆境中的成长。宪法的确立和政治制度的成熟，也保证了这个国家可以生存下去。随着经济的回
暖，社会各个领域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迹象。但是对于这个正处在“哺乳期”的国家来说，需要探索
的还有很多，多变的国际形势，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从政治中反映出来的新问题，等等，都在困
扰和鞭策着每一个总统。    初创的美国是一个“天使”与“魔鬼”并存的时期，并且二者之间总是相
互交融，在胜败之间徘徊。如果说早期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魔鬼”战胜了“天使”，那发达
文明取代愚昧的文明便是“天使”战胜了“魔鬼”；如果说英国等欧洲宗主国对北美地区人民残酷的
殖民统治是“魔鬼”战胜了“天使”，那北美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民主的美国则是“天使
”战胜了“魔鬼”。然而时代的发展总会有新的选择，美国国内已经激变的南北矛盾又在这特定的时
期抛下了一道选择题，那么，历史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它会更倾向于“天使”还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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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

内容概要

《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内容简介：要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美国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就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它用4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些国家上千年的历史进程!它
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它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奇
迹!在经历了殖民统治、国家分裂、经济萧条、战火硝烟的灾难与磨历后，它终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
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翻开本书一幅全景式的美国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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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

作者简介

赵智，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多年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进行潜心研究，史书不敢妄称饱读
，但善长饱蘸笔墨，用辩证的文字，穿越于历史的林海中，惯于用真实的眼睛看世间百态，故文字中
初对史实的描述外，也不乏深省和睿智。曾参与编著《春秋战国超好看》、《宋史原来超好看》等书
。文字通俗易懂，贯穿古今，深受读者欢迎。

Page 4



《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

书籍目录

第一篇初创的美国 引言“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第一章美国革命的爆发 莱克星顿的枪声 实力的
对比 第二届大陆会议 战争伊始 自由的呐喊 胜利的天平向英国倾斜 美法联手 约克敦胜利，美国独立 
第二章美利坚的雏形 英美的第二份和约 “自由国度”的诞生 战后社会需要新鲜感 土地如黄金 第三章
初期的逆境 丹尼尔·谢斯起义 宪法来之不易 “国父”乔治·华盛顿 “高人一筹”的汉密尔顿 第四章
联邦党人上台 饱受争议的条约 华盛顿功成身退 开启两党竞选模式 XYZ事件引发的对法矛盾 第五章杰
斐逊期的民主 为了民主的选举 温和总统杰斐逊的改革 英国对美国航运的破坏 美国颁布“封港令” 第
六章向日不落帝国宣战 麦迪逊成为新总统 美英硝烟再起 新奥尔良战役 《根特条约》的签订 第七章门
罗主义的盛行 平静时期的内外形势 坎宁的建议 门罗发表宣言 向中美洲挺进 第八章国民经济发展 资本
的注脚 工业“航母”的起航时刻 动力革命 工厂与无产阶级 第九章杰克逊时期的民主 新政党体的萌芽 
否决“合众国银行延续法案” 杰克逊对垒卡尔霍恩 拒绝联邦法令 第十章向西部扩张 十九世纪初的侵
夺 得克萨斯的麻烦 争夺俄勒冈 垂涎加利福尼亚 美墨战争爆发 第十一章各地区各走各的路 南方制造业
与北方的工业 奴隶制的警钟 废奴运动 密苏里妥协案 《1850年妥协案》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第
二篇成长的美国 引言一个被上帝疼爱的国家 第十二章内战来临 堪萨斯州流血事件 引起纷争的宪法 林
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 亚伯拉罕·林肯入主白宫 美国面临分裂 第十三章拯救联邦的战争 萨姆特堡打响
了第一枪 初期北方的失败 载入史册的宣言 最血腥的战斗 北方的胜利 第十四章重建南方的艰辛 意外的
刺杀 约翰逊的新纲领 南方社会的动乱 激进派借机起势 激进派的重建纲领 第十五章割裂的“黑”与“
白” 南部民主改革 佃农制和作物抵押制度 战争后的政治 黑人在重建中的作用 种族歧视在加剧 第十六
章工业巨人颠覆旧世界 联邦与大企业的矛盾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劳工联盟代替了劳动骑士团 工人
运动的高涨 第十七章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 美国教育的发展 现代美国的塑造者：股份公司 平民党运动 
萧条背后的繁荣 第十八章骄傲的年代 美西战争 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时代 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运动 
美国修筑巴拿马运河 第十九章威尔逊与“意外”的大战 欧洲爆发战争 基于中立政策的考虑 德国的潜
艇危机 失败的调停 通往战争之路 美国的海陆军事行动 参议院否决了国联的提议 伍德罗·威尔逊的失
败 第二十章战后的社会和文化 红色蔓延 3K党的复兴 思想派系之争 战后艺术与文学 第二十一章大萧条
之前的短暂繁荣 1920年大选 沃伦·哈定陷入丑闻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 道威斯计划 “柯立芝繁荣” 亨
利·福特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第二十二章经济“飓风”席卷美利坚 股市崩盘 胡佛应对危机的策略 萧
条下的“悲惨世界” 群众的不满和骚动 第三篇成熟的美国 引言霸业是这样炼成的 第二十三章罗斯福
新政的蜜月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 新政“第一枪” 农业调整署 田纳西河流管理局 阻碍和解决措施 
第二十四章战争与和平 中立主义的延伸 珍珠港被袭 积极援华抗日 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美
英军队登陆北非 美国在意大利战场的胜利 美英苏通过《德黑兰宣言》 第二十五章带着血与泪的胜利 
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 美英诺曼底登陆 盟军在欧洲的胜利 美国在太平洋的海战 雅尔塔会议 波茨坦
会议 第二十六章美苏博弈 冷战揭幕 杜鲁门主义 美苏在柏林的对垒 第四点计划 独占日本和“扶蒋反共
” 第二十七章变幻莫测的时局 麦卡锡主义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 从艾奇逊到杜勒斯 美国促成“东南亚条
约组织” 第二十八章肯尼迪王朝 肯尼迪与“新边疆” 与古巴关系破裂 来自古巴的恐慌 肯尼迪遇刺 第
二十九章“美国世纪”的无奈 约翰逊临时“接棒” 越战升级 1968年：尼克松上台 1972年的选举 结束
越战 水门事件 第三十章动荡不安的社会 “我有一个梦想” 新种族骚乱 滞涨经济 两百周年的大选 《
戴维营协议》 第三十一章国家新秩序 “里根革命” 动荡的八十年代与里根经济学 环境与发展的新问
题 乔治·布什执政 世界新秩序 出兵波斯湾 第三十二章“话题总统” 比尔·克林顿的当选 跨国公司及
其影响 连续的繁荣 弹劾危机 第三十三章“911”改变了全世界 乔治·W·布什一票胜出 911改变了世
界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在虐囚丑闻中连任 第二任期的“三把火” 第三十四章超级大国的抉择 黑人
领袖奥巴马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奥巴马：变化在危机中酝酿 不可撼动的军事实力 2012：新的大选，新
的抉择 奥巴马再次入主白宫

Page 5



《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篇初创的美国 引言“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当两种文明在历史的岔路口不期而遇
时，愚昧的一方必然会在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这似乎成为了人类每一次进步所要墨
守成规的定律。 欧洲人的“风帆”打破了北美大陆的宁静，他们给那里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
文明，同时也带来了血腥和杀戮。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大个子成了北美大陆的新主人，而曾经的主
人——印第安人则被抛弃到了受奴役的一方。历史的选择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但是对北美新的统治
者来讲，他们乘风破浪满载而来的希冀，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管是最初的英国人，
还是后来的法国人、爱尔兰人，他们都改变了原有的认知，从一个“入侵者”的角色渐渐转变为“拥
有者”。而随着自身殖民地各项制度的完善，他们对原有宗主国的眷恋感逐步消失，在这里人们听到
更多的是“我是北美人”，而不是“我是英国人”。 随着商业的发展，北美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日益频
繁，在欧洲宗主国统治者的心中，北美已经变成了一块“肥肉”，从而更多的强制的、不合理的殖民
地制度应允而生，目的就是从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压榨更大的剩余价值。 一系列的高压政策让本已宗
主感淡泊的北美人更加失望，并且逐渐将这种失望的情绪演变成极端的对抗，大大小小反对英国殖民
统治的起义层出不穷。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英国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与殖民地民众进行协商
。但是殖民地人民看出了英国并无诚意，而此时实现北美独立自治的愿景也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 当独立的情绪慢慢汇集起来，终于在莱克星顿这个地方爆发，从而点燃了独立战争的战火。英国最
后的失败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虽然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的国家面临的困境难
以想象，但是民主制度的落实和完善确保了美国在逆境中的成长。宪法的确立和政治制度的成熟，也
保证了这个国家可以生存下去。随着经济的回暖，社会各个领域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迹象。但是对于
这个正处在“哺乳期”的国家来说，需要探索的还有很多，多变的国际形势，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
及从政治中反映出来的新问题等等，都在困扰和鞭策着每一个总统。 初创的美国是一个“天使”与“
魔鬼”并存的时期，并且二者之间总是相互交融，在胜败之间徘徊。如果说早期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
屠杀是“魔鬼”战胜了“天使”，那发达文明取代愚昧的文明便是“天使”战胜了“魔鬼”；如果说
英国等欧洲宗主国对北美地区人民残酷的殖民统治是“魔鬼”战胜了“天使”，那北美人民获得独立
战争的胜利，建立民主的美国则是“天使”战胜了“魔鬼”。然而时代的发展总会有新的选择，美国
国内已经激变的南北矛盾又在这特定的时期抛下了一道选择题，那么，历史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它
会更倾向于“天使”还是“魔鬼”？ 第一章美国革命的爆发 莱克星顿的一声枪响将北美大陆居民独
立的激情点燃。战争初期，英国和北美大陆军的实力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经过几场战斗，大陆军
节节败退。为了能够让分散的殖民地起义势力凝结成一股团体力量，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这
次会议有效地使大陆军形成一个规模性的军队，并且获得了法国等国的支持，逐渐将起义不利的局面
扭转。随后，大陆军乘胜追击，将战火从北方延伸到了南方，最后在约克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莱克
星顿的枪声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
治。这时的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 
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殖民地的税收，对殖民地进行蛮横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这激
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于是，“自由之子社”、“通讯委员会”等秘密反英组织相继出现，各地
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事件不断发生。其中，波士顿倾茶
事件激怒了英国政府。 在各个殖民地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正式向英国政府挑战后，驻守在殖民地的
英军吊起了自己的神经，争分夺秒地集结物资，加强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殖民地的民兵也在争分夺秒
地做着战斗的准备。双方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情势在马萨诸塞最为严峻。在这里，托马斯·盖奇，马
萨诸塞总督兼驻殖民地英军总司令，亲自率兵坐镇波士顿，监督工事，训练士兵，为了获取情报，他
还安排了间谍负责收集殖民地当地的情报。 这一天，也就是1775年4月18日，盖奇接到情报说一批殖
民地民兵正在往康科德（距离波士顿20英里的一个小镇）集结，那里储备着数量可观的火药和军需品
。这让盖奇心中不由一紧，思忖片刻，他下令派兵摧毁这个军火基地，逮捕殖民地塞缪尔·亚当斯等
反抗运动领袖也被提上了议程。 可是不巧的是，这个情报被一个叫保罗·里维尔的银匠，同时也是北
美争取民族解放的秘密组织“自由之子社”的成员之一探得。1775年4月18日晚上，保罗·里维尔快马
飞奔到康科德，告诉那里的民兵，盖奇要带兵搜缴军火基地、逮捕爱过将领了。得知此事后，康科德
的民兵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合起来，埋伏在通往康科德的公路两旁，准备打一场漂亮的伏击。 4月19
日凌晨，指挥官约翰·皮特凯恩率领的英国士兵到达莱克星顿地区，与当地民兵发生了遭遇战。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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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兵相接中，一声枪响不知从哪传了过来，接着，双方开火。由于民兵数量远远少于英军，10死8伤后
被迫撤退。 莱克星顿遭遇战后，英军继续前进来到康科德，在那里他们销毁了一部分民兵征集的军火
后开始撤退，但归途上遭到民兵的沿路伏击。一路上，从附近村庄赶来的数千民兵躲在岩石、树林、
灌木丛、房屋后面，对准醒目的英军开枪射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致使英军最后只得狼狈不堪地退
回到波士顿，至此，英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40人之多。 之后不久，成千上万的民兵从新英格兰
各地陆续开来，不到一个星期，就把波士顿团团包围了。 1775年6月中旬，约翰·帕高英、威廉·豪
、亨利·克林顿三名英国少将率领数千名英军赶来，支援困守于波士顿的英军。得到这个消息后，盖
奇和爱国民兵做出了不同的反映：盖奇准备给围攻他们的民兵一点厉害瞧瞧；而民兵们则在波士顿北
面的布里德山聚集，希望阻止波士顿的英军与增援的英军会合。 6月17日下午，威廉·豪将军抱着攻
占布里德山的企图，率领2200名英军向民兵们发起了攻击。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后，英军经过三次进攻
，最后占领了布里德山阵地，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这场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规模
不算大的战役，虽然最后以形式上的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后来人们称赞莱克星顿
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摇篮，还在它的镇中心树立了一座民兵铜像。民兵手握步枪，脸上是视死如归、无
所畏惧的表情，在它的身边一座石碑上刻着这样的话：“坚守阵地。在敌人没有开枪射击前，不要先
开枪；但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就让战争从这里开始吧。”这一声呼喊，连同那阵
阵枪声，迅速传遍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自此，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战火燃遍了北美的土地。 实力的
对比 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之后，虽然英国在总体实力上强于美国，但是影响战争最终结果的因素
并非单纯的武力对比，还包括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等原因。 当时的英国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北美拥有13块殖民地，包括加拿大、佛罗里达地区以及西印度群岛。从
地理位置上来看，英国攻取北美殖民地可谓易如反掌；其次，英国有九百万人口，还占据着当时“海
上霸主”的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阵容最庞大的商船队。反观总人数不足300万的北美十三
个殖民地，他们中间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黑奴，其余人所组成的民兵也尚未接受系统化的军事训练，
只是一群缺乏纪律和秩序的“乌合之众”。 北美殖民地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处于劣势，在政治制度和
经济状况上也与英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当时的英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而北美十三个殖民地
尚未建立中央政府，如同一盘散沙，无法集中力量统一抗战。从经济角度来看，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的制造业为英国带来殷实的财富积累，而北美殖民地则面临着资金匮乏的窘境。 虽然英国在先天条
件上占得先机，却未能取得独立战争最后的胜利。独立战争初期，北美殖民地各地通过组织民兵队伍
，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掌握了优势。而英国殖民政府对当时形势估计不足，加之不适应北美殖民
地地广人稀、草木茂盛、道路运输不便的作战环境，致使英国强大的骑兵无法骑行作战，武器装备也
难以运送到位。特殊的作战环境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打运动战和游击战提供了便利条件，民兵们因此可
以对借由河道深入内地的英军给以迎头痛击。 正规军出师不利，后备军补给不足，使得英军进退维谷
。由于英法七年战争让英国负债累累，加之政府高级官员贪污腐败造成军费不足，英国的扩军计划几
乎破产。为了扩充兵力，英国政府甚至用犯人当做士兵，并雇佣来自德意志小邦的黑森军队。独立战
争爆发之后，英国本土的增援部队直到1776年6月才开始陆续抵达北美大陆。 在这场战争中，北美殖
民地从道义上讲也占据了主动，如托马斯·潘恩在独立战争期间发表的《北美的危机》文章中写道：
“一个曾经殚精竭虑，想要找到任何妥善办法，数次寻求避免战争之灾难的民族，万能的上帝不会任
凭他们惨遭武器的洗劫，我没有那么多异教徒的思想，但是还不至于会认为上帝会对这个世界袖手旁
观，放弃对它的主宰，将美利坚的人交到魔鬼手中。既然我并没有以上的种种想法，我也就看不出不
列颠王国会以什么理由来要求上天来惩罚我们，比如一个声名狼藉的凶手、一个拦路抢劫的罪犯或者
破门而入的强盗，他们都会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当时英王由于干预议会决策引起反对派的抨
击，北美的革命也因此获得了以新型的工业资产阶级为首的反对派的同情。除此之外，英国和北美的
激进势力结为同盟，使得英国不得不分散军力来镇压国内的反动势力。 除了英国国内力量的支援，法
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强势加入，也极大增强了北美殖民地大陆军的实力。1775年11月29日，由本
杰明·富兰克林负责的“秘密通讯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外事务，并派出了第一位外交
代表阿瑟·李。由于富兰克林灵活的外交手腕，美国独立战争争取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1778年2月
，法美联盟正式建立。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又对北美大陆军进行了海军和陆军的支援。之后西班
牙、荷兰也加入到战争之中，并建立了以俄国为首的“武装中立联盟”。上述三国军队在大西洋、印
度洋、地中海等海域与英国海军作战，这对北美独立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届大陆
会议 第一次大陆会议的顺利闭幕意味着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了统一战线。各个殖民地达成共识，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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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英国的高压政策共同奋斗。 英国议会得知大陆会议召开以后，认为北美殖民地敢于公然挑衅议会的
权威，必须动用武力给以制裁，平息这场叛乱。在英国宗主国与北美殖民地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双方
于4月19日在莱克星顿爆发了一场战役，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经过一系列的交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
亡。 到了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北美各个殖民地
的运动，有组织地反抗英国的攻击。出席这次会议的有66位代表，约翰·汉考克出任这次会议的主席
。 虽然第二次大陆会议是为了对抗英国宗主国而召开，但会议代表们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方案，他
们显然对英国当局抱有最后的希望。 为了表示对英国国王的尊重，大陆会议还委派了内约翰·迪金森
起草并通过了《橄榄枝请愿书》，向国王陈述了他们内心渴望自由与平等的愿望。请愿书中指出，国
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希望他为了同样身为英国子民的北美人民能够重组内阁，和平解决双方的矛盾
。 但是英国国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围攻，北美开始放弃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方
针。会议要求各殖民地统一武装，团结一致反抗英国。乔治·华盛顿在这次会议中成为了大陆军的总
司令。他募集志愿军，为捍卫北美主权，恢复自由而战斗。 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北美大陆军成为本土
对抗英国的主要力量。同时，北美断绝了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并秘密联合法国、
西班牙等英国的死敌，争取盟友，对抗英国的攻击。这两个国家也在其他方面给予了北美大量的支持
，间接地为北美争取独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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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一定爱读的简明美国史》编辑推荐：为什么朝鲜挑衅美国而美国却不闻不问？为什么奥巴马能连
任美国总统？为什么乔布斯能够在美国成功？为什么基辛格论中国会引起如此大的认同？为什么美国
可以在二战后一家独大？史上最全面的美国史，1775年至今，记录美国从野蛮生长变成超级强国全过
程，235年历史，44位总统，12次经济危机，2次世界大战，一个超级大国的前世今生。为什么美国如
此霸道！看完这本书，你会比95%的美国人更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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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轻的 内容易懂 推荐！
2、又厚又好看，物超所值！！！！！晚上躺床上看，困了塞脑袋下面直接还当枕头。好。
3、政治史吧，很全面，但感觉没戳到点，对美国依旧很困惑。
4、历史教科书的赶脚
5、烂到极致一本书。没逻辑，没思路，没文采！作为历史书甚至都你妈没地图！作者也缺乏起码的
经济学常识。那些五星评价的书托，你们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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