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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关于1840～1945百年正史的彪悍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全面解读晚清、共和、抗战的长
篇历史力作。
作者在精研民国史料的基础上，以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创作，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用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行笔，全新讲述了1840～1945这一百年间的一些我们熟悉的人做过的一些我们
并不熟悉的事⋯⋯
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
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
作后斗争的故事。
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
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
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媒体推荐
●这本书，很有意思。
——央视著名主持人阿忆
●以别样的视角读一读这样的书，或许，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平静我们的心灵，会有好处。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记者詹国枢
●本书历史材料非常丰富，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客观充分，并且对不少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了梳
理、研究和探讨。
——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副总编杨跃进博士
●此书内容丰富，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明了，足见作者花费了很大功夫。
——社科院专家马平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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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作者简介

江城。工科硕士，资深软件工程师，历史爱好者，尤对民国史特别感兴趣。在硅谷工作期间开始创作
《历史深处的民国》，回国后，作者对文稿多次进行修改，历时五年，最终定稿。《历史深处的民国
》（全三部）系列丛书第一部《晚清》上市两个月来好评不断，一直位列新书畅销榜前三，被近百家
媒体一直推荐为“中国近代史十佳读物”。如今，第二部《 共和》也即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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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顺着一来，看到袁大头结束
2、军阀时期是很乱，作者也如实写的很乱，后期基本像流水账式的记述了，外加上立碑式的肤浅哼
哼⋯⋯
3、尊重历史 还原真实 通俗易懂，一切历史事件的起因、结果和意义都变得可以理解了，初高中历史
课本真的可以改一改了
4、kindle配合
5、袁世凯很厉害，但晚节不保
6、相比第一本，这本的阅读速度慢了很多，其中太多人物和事件不熟悉，怪自己近代史没学好
7、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8、尊重史实
9、第一部是在懒人听书听得有声版本  第二部是看的书  希望懒人听书快点出第二部有声版  看书太费
眼了
10、关于军阀混战的恩怨情仇 细枝末节 着墨太多 也可能是对这段历史出现的军阀都不太熟悉的缘故 
比较无感 对国父孙中山的认识了解增加一些 是个可爱的人
11、2016.02
12、感觉没有壹写得精彩，也可能本身的历史背景及人物派别太混乱了限制了作者的发挥，最后读到
孙先生逝世心中也是一阵感慨悲凉
13、英雄辈出的年代，愈发欣赏袁世凯，孙大炮和他相较差了不是一星半点，若不是杨度克定误他，
必定青史留名；关于拒签凡尔赛条约作者一片喝彩，但若是签署了，我们会收回除了山东以外所有租
借，不需再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赔偿一战期间中国物力损伤，比起热血的拒签是不是更实惠点呢？
14、有点意思，大体对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有了了解
15、作者真的好八卦，不过讲述的通俗易懂
16、成大事者不纠结，just do it 
17、多看点儿快餐史有助于身心健康
18、在火车上躺着看完了，因垂思厅
19、民国历史，波澜壮阔，唏嘘不已
20、晚清和共和几乎都是在下班的地铁上读的 最近痴迷于晚晴民国史 太喜欢笔者的叙述方式 逻辑清
晰 不枯燥不沉闷 读后觉得自己的内功又精进一层...
21、把鱼龙混杂的军阀混战时代讲得挺清楚，读来有一种看别人玩《三国志11》的感觉
22、革命只该进行一半，就是前半部分是有意思、有活力的；随后功利、政治跟过来，精神的光芒大
大减弱，最初的生气就失去了。  by弗洛斯特
23、除夕夜第二遍读完了贰-共和，对于皖系直系奉系不能更清楚了，但有些赫赫在目的名字和事迹还
需要再读再巩固而熟悉，开启三了，要做好读一场抗日硬战的准备了
24、看完全书对当然清末民初的格局有了雏形，以及对孙文的无限同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唯一不
变的是坚定的意志和对中华民国的伟大复兴。
25、对军阀混战的那个时期一片空白，很多人听过名字却了解不清，像军阀混战一样，看完这本书还
是觉得混乱，只是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袁世凯，区别于影视作品各种丑化的袁世凯，有血有肉有理想
抱负也有私心作祟的袁世凯。
26、迫不及待想看三
27、2016年50本之22（历史7之5）：2000年来家天下的思想影响确实太深刻，直接为军阀混战提供了温
床。从这点来看，孙某人的确是伟大，心里头装着的是国家。不过，孙逝世早，如果北伐成功还健在
，他是不是也会跟袁大头一样晚节不保呢？可能是基于本书是为了入门目的，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人
物，作者点评比较多，缺点就是容易受作者主观的影响。
28、伟哉孙中山！
29、看完一最喜欢的是李鸿章 看完二最喜欢蒋委员长 
30、多少帮我厘清了历史课那些乱七八糟的军阀关系。黄埔军校的成长应该是一段可以大书特书的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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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孙中山确实牛，那么多次失败，那么多次转身。黄埔军校校训常记于心：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
生怕死莫入斯门。
32、军阀混战看得晕头转向，孙中山可谓百折不饶。
33、有一些不一样的史实，有点新鲜感
34、历史很精彩很鲜活，不是历史课本上三言两语就盖棺定论的。
35、不如晚清读着流畅
36、读感特别强 就是快
37、老袁是现实主义，奈何国父是理想主义。
38、很值得细细品味
39、有时候不是你成功了才叫伟大。
40、非常不错的民国历史书 值得多读几遍
41、有趣味，不枯燥，一般人都能读下去的历史书
42、近代史一直以来被各种影视及文学作品着重刻画的是晚晴和国民党执政时期，所以对大多数人来
说一提到民国想到的就是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期，而以袁世凯首的北洋政府执政的这十多年历史被
淡化了，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历史背景作为各种言情剧的陪衬。幸得此书，详细梳理了各个历史事件串
成串，让我对这一时期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也对国民党时期以及共和国成立时期的各大人
物的身世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3、看罢《晚清》看《共和》，一如既往地千丝万缕，作者深入浅出，能把民国初到蒋委员长北伐前
这段支离破碎的历史梳理到如此地步，实属不易！
军阀割据，革命不息，吃瓜群众饱受战争之苦，大佬们却轮流坐庄，揽权的揽权，敛财的敛财，看似
都在谈主义，其实背地里都在做生意！在这种社会之霾下，如孙先生心系国家之辈，真不枉英雄之称
！
再看社会发展，犹如做实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君主专政，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既
是大势所趋，又有着曲折和反复。个人觉得：推进历史的，不是枪炮和金钱，而是人性的光辉。
然时间是公平的，车轮是向前的，如不读过去，又何以知未来呢？
PS：我叹服中山先生的品格，但我更折服袁大头的圆滑与机智！
44、结尾部分孙中山告别黄埔军校北上至病逝写，非常感人
45、主题“走向共和”较切合主题。这部看的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那是一个乱世，是一个英雄辈
出的时代。历史造就英雄，而历史更是由人民推动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所
说的这句话，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期望，而且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期望。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有几
个人能做到？与君自勉
46、精彩。可惜急性不好，好难记ORZ
47、唉 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 吾辈只能珍惜前人用血肉换来的和平
48、后劲不足啊这本书⋯ps 极度不喜欢孙中山，觉得他自私⋯真的⋯跑得比谁都快，整天想着打打打
，本质上也是个很独断的人，不见得他做了总统会比其他几人好太多⋯相比之下更欣赏袁世凯，做人
真的成人精了⋯太聪明！ 君主立宪也有君主立宪的好=_= 如果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时候用的是溥仪我
觉得局面会有所不同，所以啊就是一念之差啊！pps 如果说真的有纯粹革命精神的人，我觉得是宋教
仁⋯牺牲那段写得太好真的被感动到⋯人性的光辉 爱国的热忱啊
49、怎么历史上那么多人前半生英明神武，后半生荒唐愚蠢，所谓前车之鉴，毫无价值，难道智慧真
的敌不过时间？许倬云说“学历史的人既快乐又可怜。快乐，我是旁观者，我看清事态了；可怜，我
看清人永远犯错，永远犯同样的错。明知有火烫了脚，还继续踩它”～
50、或许君主立宪能走得更顺利 但共和乃大势所趋 心疼袁大头 最后一步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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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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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章节试读

1、《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11页

        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
，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

2、《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1页

        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
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群众创造历史，或者叫大势所趋。

3、《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16页

        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孙中山

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历史是由无数个意外事件组成的，谁也操纵不了历史，谁也甭想成为历史的主人，顺历史车轮而
动，方可在乱战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上遇到的事情多了，上网上久了难免就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某些政治讨论之中，比如说独裁，
比如说宪政，比如说自由、民主。历史深处的民国2就通俗易懂的说出了宪政是啥。所谓民主宪政：
就是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
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的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
公正。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实现宪政，为何又失败了？导火索是在哪儿？这些事件就在作者江城的笔下娓
娓道来，此书幽默有趣，通俗易懂，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堆砌，也不仅仅是把资料往书中一凑任由读者
自己思考，而是通过各种资料的综合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你带入到那个混乱的年代，但不可否认那
也是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
可也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热血豪情。他们是为了理想而不是金钱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历史深处的民国2,共和。把晚清怎么灭亡的，袁世凯怎样迈向权力的顶峰的，他的性格想法，以及是
否是普通历史书中所书写的那样是个穷凶极恶、丧权辱国之人，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可以说把袁世凯
的一生都剖析的非常详细，也可以让读者更加客观的看待赫赫有名的袁大头荣辱一生。

乱世出英豪，这话一点不假。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由士兵程正瀛叩响，子弹的火花灿烂夜空，如流星般
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由此开始延续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
绵延了贰仟壹佰叁拾贰年的帝制，灭亡！各路英豪接连出场，各种政治势力角力，慢慢的把我们曾经
熟悉也有点陌生的辛亥革命，袁世凯恢复帝制，第一第二次北伐、军阀混战等等都带到眼前，从不同
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
示。

国父孙中山的个人性格是怎样的？读完此书我感觉他更像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他不是神，甚至尚有污
点，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他的屡败屡战，他的为了信仰为了人民的自由、生存而战的一生，也足够
称为伟人了！

有文章曾写中国共产党是由人民以及历史选择的，那么到底怎么选择的，共产党创立之后的路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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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及坐实天下的为何不是那个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历史深入的民国 贰 共和 可以说也给做了个叙，在
叁之中会有更加详细地解读。

总之，此书是了解晚清到民国到共和的佳作，像那个《明朝那些事儿》一样的精彩，诙谐幽默的语言
，客观尊重史料的记载，让读者欲罢不能，及其值得一读。

读罢民国一晚清、民国二共和，更加期待民国叁的早日出品。

5、《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60页

        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乱世出军阀。

6、《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85页

        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
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
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败家子养成攻略！

7、《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57页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8、《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29页

        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
，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袁世凯签的“二十一条”
原来并没什么大不了，弱国外交，不得已的苦果。

9、《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36页

        有一个叫陈宦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
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
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无耻小人

10、《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49页

        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至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

11、《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10页

        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
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的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很单纯。同学们一把大火
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五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烧掉了了赵家楼半条胡同。
关于五四。

12、《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9页

        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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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
要搞些封建迷信、散步点谣言的原因所在。

13、《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59页

        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
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与父母做伴，与此事不无关系。

14、《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44页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袁世凯遗言？

15、《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页

        孙文开始想搞边角革命，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成功，反而是同盟会不注重的武汉大城市成功举行了
辛亥革命。共产党反过来，中心开花失败了，农村包围城市反而获得了成功。成功者是无法模仿的，
成功者失败的地方，却成长出了更成功者。

16、《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9页

        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
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
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谣言的原因所在。

17、《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页

        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
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

18、《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91页

        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
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
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世上的事没有总统不敢干的。

19、《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88页

        谭延闿号称“民国第一吃货”，还是湘菜鼻祖。湘菜的历史好短啊！

20、《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45页

        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
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
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
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
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
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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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微》）。
看到这，简直惊呆了。一个普通人穷疯了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一个穷疯了的（国家）领导人发起
疯来这危害完全无法估量啊

21、《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170页

        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黄兴与蔡锷于1916年底相继逝世。

22、《历史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的笔记-第282页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康有为送给吴佩孚的马屁诗，写得真
是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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