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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关于1840～1945百年正史的彪悍史书。是中国历史上一套全面、真实、幽默解读晚清、共和
、抗战的长篇历史力作。
从来没有一本关于民国的书籍，能像《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样，全面、真实、透彻、有趣地将民国这
段历史讲明白说清楚。因此，《历史深处的民国》是当下中国数千万“民国迷”了解民国、认识民国
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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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讲述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些我们熟悉的人做过的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
事⋯⋯
“3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
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
重点突出了1931 到1945 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
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
、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
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
书中精彩语录：
●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
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
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
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
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
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
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
亦不失为英豪。
●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
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
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
●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
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
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
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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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作者简介

江城。工科硕士，资深软件工程师，世界知名IT公司高管。著有《历史深处的民国 壹 晚清》 《历史
深处的民国 贰 共和》 《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历史深处的民国》（全三册）。
自幼便喜历史，尤对民国史特别感兴趣。多年来研读国内外民国史名家著作无数，对民国史颇有独到
见解和解析。
曾赴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在此期间，开始在业余时间写作《历史深处的民国》。作品在完成第一部之
后，便在美国同事之间传阅，得到了大部分美籍华人的高度赞赏。尤其是美国知名软件公司TechExcel
的CEO周铁人博士，对这个作品十分喜爱，积极劝说笔者争取出版。
回国后，笔者不断对作品内容进行打磨，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三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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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精彩短评

1、继续读田老师的书 , 三本已经全看完 . 第三本不够过瘾 , 还有好多该说的都还没说, 不过大家也都懂.
2、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须人杰！
3、终于读完三本，好书！史料简单易懂，前后贯通，喜欢！
4、抗日战争史真是读的热泪盈眶
5、没看完，也不准备看完了～
6、（2016-48）（历史故事-12）
7、上半部分讲北洋军阀，下半部分主要讲国共矛盾、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部分描写十分
振奋人心。
8、非常不错的民国历史书 值得多读几遍
9、2016年50本之23（历史7之6）：大概是我今年看完的最后一本书了。与前面两本相比，这本对于史
料的分析解读更多，不过限于篇幅，很多事情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10、读完就全忘了。
11、他们是爱好战争的疯子，却不是卖国的矮子。
12、有趣味，不枯燥，一般人都能读下去的历史书
13、真实的历史所有戏剧性的元素全齐，比一切故事都精彩多了。从这套书我也找到了自己阅读的兴
趣类型，向同为理工男的业余作者的专业水准致敬！
14、蒋公 无愧于中华！
15、一寸山河一寸血！
16、作者的潜台词很明显了，当各地军阀都激烈抗日了，却听不见某某的战绩，只是在做大自己。
17、不如前两部，也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那么客观，错误也开始增多，比如十八师团的少将师团长。
。。
18、有些时候，对和错就是由结果来判定的。
anyway，向民族英雄们致敬。
19、相比前作，作者似乎有些江郎才尽。 叙事中融入太多肤浅的评论，似乎灵气全无。不过鉴于这段
历史琐碎复杂以及你懂的，全书的详略处理得很好
20、大陆出版的书能把抗日战争写成这样已殊为不易。
21、为这种文风点个赞！
22、利益面前一切都是浮云。管你什么民族大义，血海深仇。呵呵。人类合该灭绝，此念于我，愈加
深刻。
23、相较于前两册，第三册略显混乱，记叙有些仓促
24、民国真的好诱人啊！！相当相当喜欢这个时代0.0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原因？觉得这个富二代酷酷
的，但是看完之后却喜欢蒋委员长哈哈哈，还有戴笠！还喜欢戴安澜！！唉，不可复制的一段历史~ 
看到抗日那段真的好焦心！觉得难过，似乎可以想象血流成河的场景，也能理解什么叫做血肉筑成的
长城。相比于六个星期就投降的法国，中国人的意志真的很强！大概谁都想不到，这么穷的中国竟然
能熬那么久吧！但是，从其他方面考虑，从汪精卫的一些说辞的角度来看，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建立
汪伪政权（当然，他是肯定有私心的）其实是为了保护更多无辜的百姓，我竟然想不到辩驳的理由。
因为站在最前线的不是那些将帅，不是那些政治家，都是一些最普通的士兵，受到最大打击的都是最
普通的民众啊~ 这本是三本里面最差的，因为实在是立了太多flag了···
25、时值公祭日，三卷民国史。滚滚洪流，无限江山英雄逝。大清北洋断剑重铸，三民主义聚我中华
心，忍辱八年方雪千秋国耻，任流言浊身，私心尚存，为民族之崛起，无需它言。看，多少志士热血
洒头颅抛，听，多少文人投军戎掷轻笔，南疆黄埔不灭军魂，西南联大续酬壮志。于今日，怀往之史
书卷存，存来之大义远志！
26、一旦涉及到党争就有失偏颇了，历史记下的应该是利益相争，无需评判。
27、看的拌拌磕磕的，怨我，作者写的很详尽了
28、民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最被忽视的一段历史。我们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忽视了
她的公正性。说她近因为时间，说她远因为立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29、到党国后明显与不下去了，但这个系列确实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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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30、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31、读着读着眼泪就会掉下来的书，谢谢江城，让我这样一个伪历史爱好者第一次清楚而系统地了解
了十四年抗战史，可惜由于政治原因，鲜有机会了解到之后的内战以及解放后如朝鲜战争、文化大革
命这些大事记的真正面目了⋯⋯书是好书，三本都是，五星好评！
32、国军史诗般的正面抗战，可歌可泣！
33、基本就是一部抗战史了。其实这一段如果写大师风骨才真是历史深处的民国啊。看到这本真的有
点失望
34、内战部分看的想睡觉，到了抗日部分顿时热血澎湃了！
35、唏嘘不已，最后一部有点虎头蛇尾，沦为流水账
36、纵观这本书它属于“没深度，没内涵，没味道”的三没书籍，但是这本书就没啥用了吗？不是，
这对我这样的对民国历史一知半解的家伙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梳理，他为我以后翻阅其他段位较高的
民国书籍时奠定的一定的基础，总之这本书应该较为真实的反应了晚清到民国的历史，算是一本很好
的近代史普及本。2016.1.5
37、看完第二部差不多就想放弃了，因为除了很多耳熟人详的人物，总记不清很多人，而近代的中国
又是如此的屈辱。还好坚持看完了第三部，充满了热血！不言败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八年抗战。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算是很全面的讲述了国军抗战的史实。毕竟历史书上印象最深刻的总是“攘外必
先安内”，太多历史不是被掩盖也不是被篡改，而是在课本中被缩减的不为我们所知。而那个时代无
数投笔从戎的爱国战士，对比当前的键盘侠，不知是时势造就如此，还是今不如前了。
38、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民国史
39、好看！特别是第三册抗日战争部分，写的是激情澎湃，看的也是热血沸腾！
40、国民党有了民心才能统治中国，蒋介石有了民心才能登上权力的最顶峰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
而民心最后抛弃了腐败的国民党而选择了当时更为进步的共产党。历史，从来都是人民创造的，英雄
人物只是历史洪流中的小小浪花。没有任何政治团体可以永远躺在功劳簿上，人民只会选择最先进的
团体。与君共勉。
41、kindle配合
42、第三部在叙事风格上差前两部多矣，但就凭对抗战的热血描述也应该给五星，这五星给那些在民
族存亡时刻奋起反击的仁人志士、国之脊梁！
43、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44、快餐文化，越到现代越没有啥可读的了，就当是复习一遍历史课了。
45、一场场战争 一串串数字 背后是一个个逝去的灵魂 对于国家来说 他们只是推到历史前进的小小齿
轮 对于个体来说 他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愿年轻的生命能够安详 愿我们能够好好珍惜和平年代。
46、方先觉衡阳浴血死守47日，蒋当时答应好的十日必有援兵；有机会弃城求生而选择留下继续坚守
；当日军破城选择自杀殉国被部下阻拦；为了避免日军屠城选择投降居然被作者斥为不是英雄所为，
并直言该宁死毋降，这简直迂腐到极点，对这样的英雄做出这种评价令人愤怒。至此三部看完，疑惑
马步芳为何仅出现一次，他可是杀尽西路军有相当势力的军阀，他以及他的先祖留下的争论可是争论
至今。
47、目前为止，自己读过的近代史第一读物！适用于初学者了解历史内容，清晰脉络！好多以前模糊
不清的史实一下子豁然开朗！(另外，这书要搁十年前，绝对出版不了！把蒋委员长写的太正面了！)
48、最后一本缺失了立场，变成流水账
49、还行
50、结尾有点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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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

精彩书评

1、深读历史，能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可以博古通今自不必谈，在取其精华之后还可以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通过作者客观的文字客观地分析历史、研究现在。《历史深处的民国》描述了中过近代百
年的历史，非常有幸阅读了此书之三《重生》，本书是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
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中复杂的历史，而我个人认为本书重点讲述了国民
政府的发展历程，广为人知和鲜为人知的大事都被客观的描述出来，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形
成、发展与衰落。上学时历史学得不够透彻，工作后又没有太多时间和经历去阅读，党史都不是太了
解，更不要说是国民党发展历程了，而这本书让我了解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那些风云人物的
传奇故事。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没有将个人喜好参杂其中，客观分析、语言诙谐，让我感觉就是在读
故事一般，尤其是给一些人取的别称很是有意思，例如“当代卧龙”杨永泰，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之人
，确实当得起这个名号，还有“忍者”阎锡山、“千面将军”冯玉祥，形容的都很贴切，看了这些名
号读者就能大概想到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和办事作风。民国时代是动荡的，但动荡之中也有发展，人民
在夹缝中生存。不论哪个时代的历史，都应该客观评价，任何国家举措也好、个人主张也罢，后人评
价时都应该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思考。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不知道蒋介石、汪精卫原来也经历过
这么多坎坷，我也不知道国军中原来有这么多英勇善战之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奇，而他们的故
事也应该永远被世人铭记。
2、曾在外婆书架上看过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大致围绕蒋介石及家族成员的叙事，时代背景设定
在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但为佐证或某些叙事需要，也回顾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这本书我没有看完，
只挑拣了一些轶事看，才知道老蒋的第二个儿子并非老蒋所出。也从那时起对于民国这个时代有着隐
隐的好奇与探究。翻开《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第一章，着实让我很是兴奋，我阅读时向来带入
感及强，开篇没有任何沉闷冗长的铺垫，作者直接切入主题，很合我口味。因对于这段历史缺乏一定
的了解，所以一下子涌入许多在历史上很有名，但因我孤陋寡闻而不识的人名，着实让我有点措手不
及。略一消化下这些人名，便随着作者的笔触进入紧张的战役。记得儿时我是极为痛恨国民党与老蒋
，因为我所接收的信息与知识，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他的种种不是。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加之有了自
己的是非判断，便开始能以比较客观的立场去看待这位历史人物。诚然老蒋确实犯过错，但成王败寇
，若最终共产党没有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或许今天中国历史对蒋介石会是另一翻评价，这是我现在的
想法。《历史深处的民国》前两部，我不曾看过，但若有机会也会去拜读，纵观《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力求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良苦用心，对于蒋介石的功过对错，作者也未
过多评价，而是选择让历史说话，将是非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这也是我极为欣赏作者的一点。而从
书中的某些细节描写，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更加生动鲜明的历史将才与政治铁腕人物。当然书中叙述
人物并非只有蒋介石，而是描写发生在1840～1945这一时间节点的历史事件，但蒋介石做为当时举足
轻重的存在，出场次数自然比较频繁，加之我先前看过的那本书，对蒋介石有更多兴趣与探究，所以
此处难免想多说几句自己的看法。从阅读《历史深处的民国 叁 重生》第一章起，我便意识到这不是
一本某一历史时期回顾的书，更是一本集合历史、政治、军事、谋略，甚至人性探讨的书籍，列举一
个小例子，例如学生军的成名之战——棉湖之战。学生军以一抵百，最终以少胜多击溃了林虎军，若
林虎不因骄傲而轻敌，而是集中精锐部队攻打学生军，纵使学生军骁勇善战，也是双拳拳难敌四手，
又怎会有后来的威名，与蒋介石的前程似锦呢？骄兵必败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可惜即使聪明如林虎
，也很难跳脱出人性的网罗。
3、《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谈笑间说破历史拿到手里的这本《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自然
我要探究一下前面的1、2册写的是什么。前面两册，分别是《历史深处的民国1：晚清》，《历史深处
的民国2：共和》，可以大致看到第三部前面的发展走向。第三部从孙中山北伐开始，到蒋介石表面
上统一中国，然后是抗日战争，整个书也结束在抗战胜利。整个系列的时间段在1840——1945年之间
，基本囊括了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对晚清及以后的民国史，我曾作过一定程度的关注。我是先关注
了晚清史的，当时准备写一部晚清历史小说《玉鲸丹鹤雪莲谱》，最初构思的时候，是想从鸦片战争
开始写起，因为这个时间，基本是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在深入地了解了清朝历史的时候，我
发现中国近代史的萌芽要向前延推到嘉庆年间，本来小说里面的一个清朝官员是想写林则徐的，这么
向前一推延，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历史大物，他的名字叫松筠，他是一个蒙古人，却很得朝廷
的信赖，在他的身上，可以把中国的边疆冲突与西方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个小说毕竟摊子摊的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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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层面包括西域、朝鲜、英国、俄国甚至还有今天的巴基斯坦、浩罕等国家，已经写成三部，却
一时无法收尾，便挂在那里。后来就开始写民国的一个谍战小说，为了了解民国的方方面面，便深入
细致地进驻到民国历史中去。这个小说叫《外滩血墙》，时间段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的四年间，但
却是中国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读民国史，我是先从“三大战役”开始的，从这里了解那一段惊
天动地的历史主汛，然后开始读个人的传记，各种蒋介石的传记、汪精卫的传记、李士群的传记等等
，再以后是民国的经济史、金融史，直到有一天跑到上海去，实地考察了一下。虽然不敢说对民国的
历史的有所了解，但是我掌握的一些历史史实，足够我铺垫开一个比较合理的背景，展开我的小说故
事。因此，读《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我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至少我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
也多少有一点熟悉吧。到上海去的时候，去问一个老人，当年的七十六号的地址在哪里，竟然一无所
获，可见，历史的真实，已经日渐消遁于人们的记忆中了，幸好有文字，还留下些许能够保留的微弱
的信息。实际上，《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读起来非常吸引人，我几乎是一口气花了两个晚上读
完的。语言的生动，是它的主要特点，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觉得《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主要
是考虑到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把纷繁的历史情感化，给每一个人物按照常人的心理，设身处地去想
象一下，用人的情感，写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心态，写出在历史中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在作
者的笔下，梳理了比较清晰的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然后这些历史人物的反反复复奇奇怪怪的纠葛史
与恩怨史便可以理解了。比如汪精卫这个人物，在民国史中经常出现，但在早期历史中，这个人物也
因为后来他的最终结局而烙印上了恶的标记，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却恢复了早期的汪精卫在与蒋介石
的冲突中，代表着一种“左”派的立场，基于这样的人物设定，作者比较清晰地讲述了在正史中一直
概念化、生硬化的国民党分裂的来龙去脉，把宁汉政府之间的对立到合流写得比较明晰，这关键的原
因，还是写出人物的一种动机所在。不然这期间的人物的分分合合、来来往往会弄得脑子发昏，根本
不能明了一个所以然来。在历史的回溯中，只有赋予人物的情感，才能可以让人容易去理解看似乱花
迷眼的众人。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在吃透的历史的基础上，跳出事件与人物本身，始终给予历史一个
鸟瞰式的交待。作者深知历史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就是事件的不知轻重，难以分别出价值意义，所以
作者在书中，总是为读者考量，把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军事编制等等交待出来龙去脉，交待出走向
结果，为这里的每一个数据确定出它们在历史中的定位，这样便可以看到史实片断曾经有过的存在于
历史长河中的具体价值所在，让人有明晰的认识。比如，书中有专门一章“国民革命军”，把国军的
编制逐一罗列出来，并交待出编制的日后嬗变走向，勾勒出这些编制后面的派系关系、后来在历史中
包括在抗战史中的消长状态，而在后边的叙述中，经常回应前面的这一段总纲式的交待，这样子便把
国军史上的人物关系，始终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进程作为后景交待，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便显得简明得
许多，而这种编制变迁背后的人物亲疏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让历史被掩饰的个体人物关系得
到了凸现，可以说有了这种提纲挈领的“纲”，纷繁的历史之“目”便舒张开来，让人觉得作者的叙
述中有一个连贯的核心主题与提示性的引领要害，这样阐述历史，能够给以一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之感。当然这种人物的恩怨关系，不是一种演义，不是作者后来的想当然，其实从作者对历史的解说
来看，作者还是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择善而从，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书中对中山舰
事件，罗列了相当多的资料，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历史的还原，即使在今天，这一历史依然争论不绝，
各类资料对这一事件依然作出相当矛盾的解释，而《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通过对各种资料里的
立场与细节的还原，比较令人信服地交待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中的微妙心理，可以看出，《历史深处
的民国3：重生》还是相当程度地接受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把各种史料以浅显的语言罗列出来，
然后举重若轻地加以分析定性，从而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所以看似打着“幽默解读”招牌的历史读
物，其实它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的。作者的语言是回避了那种枯燥乏味的教科书式语言的，
力求用一种口语化、反讽式、甚至是逆反式的幽默语言，替代那种耳熟能详也因而读不出作者内心古
道热肠的八股文道白，虽然称不上字字珠矶，但因为用一种个性化的语言，对我们只能用板着面孔式
述说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所以读起来兴味盎然，充满着一种新鲜的趣味。当然，这本书对历史
还是注重于大处着笔，无法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细节，特别是这本书占据了一半容量的抗日战争段落，
因为我们相当的熟悉，作者也有意对其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作了忽略，但是仍然无法腾出更
多的笔墨写出历史背后的更多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之下，这一段也写得比较拘谨，因为涉及到国
共人物，作者的幽默发挥程度，也不如前半部分的军阀混战段落的历史描述，但作者能“戴着手铐跳
舞”，把抗战史予以简练地交待出来，也算是花费了许多的心思。在抗战史中，作者的一些观点，我
们也不能不保留意见，作者对一些历史史实的采纳，也可看出作者的倾向性。比如对抗战历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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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待的是国军抗日历史，对共产党的抗日史，只是移用了通行的教科书中的语言一笔带过，其中对国
军史的历史观，也令我们不能轻易接受。比如在写到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的时候，作者把责任多放
在史迪威的身上，认为是史迪威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远征军的巨大失利，而对史书公认的蒋介石的战略
无能却予以弱化。在书中，我们还看到，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有着深谋远虑的考量，也过分抬高了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这也决定了《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没有按照现在通行的教科书中的中国近
代史进行了幽默化的改写，而是作者按照一种他所理解的张家长李家短的个人恩怨决定的人际关系，
去解读历史，这种解读方法，也正是我们今天在网络时代经常看到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方法，它具有
最显明的优点，就是一目了然事件背后的恩怨关系与立场定位，有它独到的对历史的看透与理解的好
处，但这种历史，是否是《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这本书在封面上标明的“这才是历史真相”，
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要标榜自己说的才是“历史真相”，对“真相”，永远不可能是“揭示”，
而只能是“接近”。自称自己说的是“历史真相”，恰恰是一种“远离真相”。但不管怎么说，拿着
《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一册在手，可以最快速度地把握历史的粗疏走向还是确定无疑的。期待
更多的有关历史真相的细节，还得去另外读书。我从这一点上获得了收益，而细节的匮乏，则是我在
这本书中没有找到我所需要素材的原因。
4、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
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
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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