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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人支持清末的革命党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怎样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为何拒绝？
陈立夫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怎样的作用？
蒋介石为何长期倚重孔祥熙？后来又为何甩掉孔祥熙？甩掉孔祥熙后，为何又会后悔？这阴晴不定的
态度暗藏了哪些玄机？
宋子文与孔祥熙的关系如何？二人如何明争暗斗？
宋子文如何“庇护”张学良？二人之间有怎样的深情厚谊？
戴笠为何忠于宋子文？宋子文如何排挤胡适？
⋯⋯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十余年间数次往返于海峡两岸、美国、日本等地，遍寻散落在海外知地图书馆、
档案馆中的原始资料，对所获材料进行整理、考证、解释，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以大量第
一手材料互相参证，使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重要人和事背后的历史隐秘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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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
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杨天石长
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
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
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
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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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完整读杨天石先生的书，深为折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秉承杨先生治学的特色，依据近
代各方档案沙里淘金钩沉史实，观点新颖而又令人信服，道出了许多近代不为人知的政局秘辛，如篇
幅最长的西安事变后各方电报解读，各色人物心态无不活灵活现令读者大为过瘾。杨先生的文字在史
家中也颇为不错，文笔流畅又言简意赅，其治学精神更是学人榜样。本书的缺憾在于是出版方所定的
选集，并非杨先生的原创专著，一些文章年代久远，史学界已有不同观点，饶是如此，依然能看出杨
先生对档案所下的巨大精力和精到的利用，假以时日，中外更多敏感历史问题档案如能解禁，一定会
对近现代史研究产生颠覆性影响。
2、哥大档案馆，日本，台湾国史馆，对一手资料的寻找记录，对历史事实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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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巴奇俊还记得在高中读书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上历史课。每当历史老师讲到历史名人和历史
事件的时候，我都会听得非常入迷。高中历史老师并不是像其他历史一样，照本宣科地把书中的人物
和事件从头到尾读一遍，而是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序结合，大谈特谈一番。讲历史人物的个性
风格、历史地位、成就功绩、以及给后世的影响等等。对历史事件更是高谈阔论了，事件爆发的原因
，导火线，整个事件过程、在当时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又给后期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更令我
们听到津津有味的是，历史老师列举出和谈论了许多历史书本中并没有的相关历史人物和相关事件。
直到现在，我对很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对历史的着迷肯定离不开高中历史
老师非常开阔的讲解，从而使我始终对历史偏爱好读。现在想想，可以肯定高中历史老师一定很爱研
究历史，经常去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档案和资料吧。读着《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
这本书，不由自主地对比起历史老师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讲解，这本书比我的历史老师把历史人
物和历史事件分析更到位，讲解更透切。《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是国内知名的历
史研究专家所著。杨天石在历史学方面很有研究，也很有较高的造诣。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民国史
、文化史的专家。著作历史书籍都很有阅读价值和参考价。所著作的书籍更获得了2008中国、中国香
港两个十大图书奖，以及南方读书节最受关注的历史著作奖。深度，细入地收集各种史料和名人档案
，从世界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乃至个人所藏的名人档案资料进行大量收集、整理、考证、解读。使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更多人物事件呈现给读者，展现给社会，使历史学科更丰富齐全。《追寻历史
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本书主要解读了从日本，台湾，美国三个地方所藏秘档。绝对是一本
不可错失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好读物，是近年来最丰富不过的历史典籍汇合本。史料和名人档案资料包
括有近代中国名人自传手稿、演讲稿、报告、日记、信件、函电函件、备忘录、政治谈判文件、贸易
谈判文件等等，还有诸多名人的口述记录和回忆、涉及众多的重要历史事件，有北京政变、西安事变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塘沽协定》。包含着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梁启超、董必
武、胡适、张学良、毛泽东、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物事迹与相关事件的关系，很多都是国内罕
见难以见到的，后者从未曝光的。同时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国民政府，国民革
命，社会运动。以及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武汉政府统治下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另外在书
中附上的图片，有着众多名人的个人手迹，还有现藏在中国国民党党会下关于毛泽东亲笔的信函手迹
。作者对从世界的收集到的史料了若指掌，把各种复杂的历史情景和人物作出非常精辟独到的分析。
这本书给我讲解了一课更通透的历史课堂，细致性地看到更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息息相关的秘档
，了解到其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背后风云。比历史背后的风云更为重要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掌握越
多的史料，能够更好看待历史背后的风云，更全面、深入对待和研究历史。掌握越多的史料，能够把
历史的故事叙述地更真切，更连贯，揭露出更多的真相。同时把历史学科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
范围发展。当然，掌握史料的过程中，还要懂得去伪求真，分析历史事实，对待史料，我们始终要以
客观的态度，沉着冷静看待，决不能武断定义，从而歪曲事实。杨天石掌握的史料都是有据可查，经
过深刻多方求证，绝不存在虚无主义和拿来主义，并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所说的历史
越来越显现出对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但这本书不是一般通俗和入门历史读物，读时最好具
备点基础的史料读起来才不会觉得生硬，难以嚼化，化为自己可用的知识。历史的发展总是像江河一
样，有的汇集大海，随历史的车轮永续发展。有的源流已断，所有的踪迹难寻。有的随着时间推移浮
出水面，让世人看清历史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历史大趋势从来不因某个人而改变，但人类的觉悟程
度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有人说过读史主要是为了“承古训，明断事”。这一点我个人是很赞同的
。历史的发展也从来常常出乎人们的预想，周而复始的演变，只有尊重历史的演变，才能更好看清未
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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