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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内容概要

让袁腾飞捧腹，让易中天折腰。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墙角！90后历史作家首创以微
信的形式演绎民国！
如果你抵触繁冗枯燥的历史书，如果你想了解更“接地气儿”的民国人物，“微信民国系列”就是你
的不二之选。诙谐的语言，流畅的脉络，我们将高高在上的民国英雄和事件搬上“手机屏幕”。谁在
谁的朋友圈？谁分享了谁的新闻？何时又出现了刷屏的热点⋯⋯边看微信，边赏民国！
本系列图书借用时下最火的微信，写最受欢迎的民国历史。全书共三册，十八章：
第一册共四章，采用“大事年纪”和“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从民国大事件到政界、军界的人
物。第二册共六章，同样以“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民国时期的巨擘文人和奇葩墨客。第三册
共八章，采用“公众平台”的微信形式，呈现最有趣、最奇葩、最有料、最耐读、最有历史厚重的民
国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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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作者简介

李玉广，1992年生，山东淄博人，作家，新浪百万级历史博主，自幼酷爱历史，热衷写作，擅长文史
随笔，语言诙谐幽默，善于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角度。曾编著有史以来第一部最真
实、最鲜活、最完整的皇帝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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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书籍目录

自序：90后作家眼中的民国
一、帮上头条
民国建立
溥仪退位
五四运动
北伐战争
⋯⋯
二、阴阳政客
孙中山
袁世凯
蒋介石
汪精卫
⋯⋯
三、牛掰军界
冯玉祥
吴佩孚
张作霖
黎元洪
⋯⋯
四、夜幕前清
溥仪
王国维
张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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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精彩短评

1、让袁腾飞捧腹，让易中天折腰
2、拿着一堆民国资料，排版到微信界面的图形中，编上几句对话放进微信对话框。我本也没打算看
什么历史的深度，普通老百姓看个热闹总可以吧！可惜那些编成微信对话的“段子”，一点都不好笑
。笔力太浅。
3、。。。。。
4、瞥一眼
5、妈妈让我回家看书
6、如穿越火线般过瘾
7、玩IT的也爱看
8、小苹果的最爱
9、90后中的历史大师
10、通俗历史读物
11、微信民国+何以箫声默
12、过瘾，过瘾，过瘾
13、头一次看就爱上了这本书
14、元芳都说好
15、旮旯民国
16、摩擦摩擦
17、除点赞，还能干么子呢
18、值得一读
19、留点啥
20、一步之遥
21、小鸡小鸡
22、捧腹
23、！
24、留个脚印
25、给力
26、推荐给其他朋友看看
27、2015年购进的第一本力作
28、李玉广的新书
29、半天读懂民国的政界、军界
30、好玩而已，从没想到历史还可以用这种方式调侃
31、老少咸宜，
32、看完收藏了
33、挖墙脚的民国
34、李玉广就是骗钱的，这本书就是物证。我都懒得给差评了，谁卖谁上当。
35、前路漫漫
36、看完让人产生疑问，作者到底是干文字工作的还是干美工的？
37、虽然的确很搞笑，也有史实，但可能是习惯了正经史书的大信息量，对于这本书觉得没什么干货
，当作平时消遣可以，但要想涨知识并不适合。
38、俺偶像的新作
39、这本书不是浮云
40、不简单
41、值得收藏
42、留个印
43、微信民国
44、科普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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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45、不感冒⋯⋯
46、一边用苹果刷着微信，一边看着微信民国
47、难得的90后历史作家
48、好看，祝新书大卖
49、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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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精彩书评

1、以前看过一姓路的写过一个什么《微历史》，把历史整成微博那么大的段儿，一段一段地编成一
本书。纯粹的形式主义，赶时髦。但那本书不算过分，人家是真有料，真给读者长点见识，没书看的
时候可以拿出来再看一遍。现在微博不那么火了，微信火，于是就有好事者整微信形式的书，也是形
式主义，也赶时髦，整对话框，整图片，唯独没有内容，两分钟翻完了，啥也没记住，连书丢哪了都
不知道。估计是和一堆卖手机的广告码一块扔了。玩形式，赶时髦，这都不算毛病，但你得有料，写
那玩意儿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七拼八凑，也好意思出书，据说此公出了书之后还把自己当名人。最
后送作者点知识：从前，有一个单科秀才，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锦绣，诗如莲花。四下张望，
只有一个叫欧阳修的，能和自己相比。 一日，这秀才背起行囊，拿了一张地图，要对欧阳修进行文学
访问。那真是，一脸得意，万种豪情。心想，定要访他个哑口无言，乖乖地亮出免战牌。 说话间，秀
才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歪脑袋看见一棵枇杷树，好秀才，出口成吟：“路旁一批杷，两朵大丫杈
。” ——要说嘛，这秀才的前两句还是挺顺当的，可不知怎么，总是后劲不足，后面就憋不出来。 
要说天下的事儿，就是一个巧。正巧欧阳修也来过河，随口说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秀
才一听，拱手赞道：“想不到老兄也会吟诗，对得还不错，不失我的原意。这可是诗人兴会了。” 说
话间，船老大已经开船了，批杷树渐行渐远，秀才见河中有一群鹅，有的鹅潜水，有的鹅灌水，诗兴
又起，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　　话说秀才两句出口，又没词儿了。欧阳修顺口
接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秀才大喜：“嗬！看来老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竟能懂得我
的诗意。那秀才大步流星，从船头跨到船尾，向欧阳修伸出双手，一边跑一边说：“诗人同登舟，去
访欧阳修。”欧阳修连忙把双手高高拱起： “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不用谢，我也是百度的。
2、这本书用了当下微信跟帖的形式，新颖的还原了历史，很棒，看够了全是字儿的历史书，忽然换
个口味，还是蛮不错的！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的历史奇闻异事，很好的还原了历史的真
实性。这本是还是挺不错的，力荐！
3、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所以肯定是书托，不管到底是什么人，抵制并
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所以肯定是书托，不管到底是什么人
，抵制并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所以肯定是书托，不管到底
是什么人，抵制并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所以肯定是书托，
不管到底是什么人，抵制并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所以肯定
是书托，不管到底是什么人，抵制并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差不多，
所以肯定是书托，不管到底是什么人，抵制并向豆瓣检举。要么是只评了这一本，要么是评的书全都
差不多，所以肯定是书托，不管到底是什么人，抵制并向豆瓣检举。
4、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墙角！90后历史作家首创以微信的形式演绎民国！如果你抵
触繁冗枯燥的历史书，如果你想了解更“接地气儿”的民国人物，“微信民国系列”就是你的不二之
选。诙谐的语言，流畅的脉络，我们将高高在上的民国英雄和事件搬上“手机屏幕”。谁在谁的朋友
圈？谁分享了谁的新闻？何时又出现了刷屏的热点⋯⋯边看微信，边赏民国！
5、李玉广，1992年生，山东淄博人，作家，新浪百万级历史博主，自幼酷爱历史，热衷写作，擅长文
史随笔，语言诙谐幽默，善于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角度。曾编著有史以来第一部最
真实、最鲜活、最完整的皇帝微博。《微信民国：主角配角》这是微信民国系列的第一本，很期待后
面两本哦！么么哒！
6、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嘭，微信民国出来了嘭，微信民国出来了嘭，微信民国出来了听
说这本书是一个90后写的，他咋那样有才呢。重新的去了解一下曾经存在过的一些人和事，或许能给
你一些新的启发。历史总是在重演。
7、第一册共四章，采用“大事年纪”和“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从民国大事件到政界、军界
的人物。第二册共六章，同样以“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民国时期的巨擘文人和奇葩墨客。第
三册共八章，采用“公众平台”的微信形式，呈现最有趣、最奇葩、最有料、最耐读、最有历史厚重
的民国各界。
8、如果你抵触繁冗枯燥的历史书，如果你想了解更“接地气儿”的民国人物，“微信民国系列”就
是你的不二之选。诙谐的语言，流畅的脉络，我们将高高在上的民国英雄和事件搬上“手机屏幕”。
谁在谁的朋友圈？谁分享了谁的新闻？何时又出现了刷屏的热点⋯⋯边看微信，边赏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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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9、关于民国的书籍读了很多，仍然对民国情有独钟。不是因为军阀混战不休，各派争斗不息的斩获
频仍；不是为清王朝的覆亡，中国封建制度的终结；更不是为列强的环伺，日本侵略，只为人才辈出
的时代。关于民国，我最关心的只有两个话题，国家命运的走向，知识分子命运的起落。当然，本书
作者为90后，按照其计划，这本主角配角的小书只是系列之一，陆续还有之二之三推出。或许专门讲
述巨擘文人和奇葩墨客的第二册才是我所爱。第一册主要讲述的是政治和政客，算是对民国大环境的
铺陈，并非我所喜欢的类型。主观以为，本书的形式大于内容了。之前读过关于民国的书籍，也有用
今日的语言与表现形式去讲述民国故事，但是以微博段子的形式，尚可接受。但本书使用了微信朋友
圈的形式，首先行文排版是一大浪费，其次窃以为太过形式化而使得内容的专注程度受到了削弱。当
然，作为80后，也许对90后的言行举止也开始看不懂，就像当年60后70后看不惯我们的言行一样。记
得高晓松曾在其个人脱口秀节目说过，古来战乱频仍派系林立的时代也是大师频出的时代，民国是一
个，春秋战国也是。作为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我在督导袁腾飞所讲述的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的感觉
是：好多国家，好多国王，好多人名，来回穿梭变换身份，记不住哇。民国历史给我的感觉亦是。若
是能在每本书里附上不同历史年代或跨度的国与国（派与派）的关系图，或者对于普通读者是一种莫
大帮助。也许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本来可以是一本书出来的微信民国被切割成三块分三本书推，
觉得大可不必。一本小书读下来，觉得不过瘾，太多的形式和表面功夫。除了搜罗民国的一些典故和
事故，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细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描绘出来。还有一点就是配图，既然朋友圈，一
本书读下来，没有一张插图，纯文字，这并不符合当今读图时代的趋势。应该说，这是一本民国的入
门书籍，对于没有或很少接触民国历史的读者而言，应该是耳目一新的。但对于像我这样读了很多民
国书籍后，又返回读这些不痛不痒的民国的细枝末节，就觉得是在嚼吃过的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过可喜的是，如今的90后也开始坐下来研究学问，关心历史。做学问就是坐冷板凳，在物质和精
神文化极大丰富的今天，有年轻一代愿意去研究过去的东西，无论如何，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10、文/友竹不得不说， 《微信民国》是迄今为止读过的最好玩儿的历史书目，在这里政客不再眉头
紧皱、一脸深沉地商讨国家大事；军界人物不再挥舞枪棒，强调如山倒的军令和严明的纪律；甚至一
向深藏宫中的皇帝、皇后、太监都很平民化地出来露脸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了。这是多
么激动人心的大事，可各位知道吗，咱们的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上任的前一晚还在跟友人借钱！身无分
文的孙中山先生从宫崎寅藏那里借到了500万，于第二日正式在南京宣布就职，组建了民国临时政府。
可是面对欠外债甚多的先生，我们不会觉得不妥，反而要惊讶他的清正廉洁。本书后面讲黎元洪时，
还提到了孙中山之子孙科与黎元洪饭桌上的对话，黎元洪问孙科其父在上海的月花销时，孙科碍于面
子想多说一点，于是讲出了1000这个让黎元洪大吃一惊的数字。孙科看黎元洪吃惊不小，尴尬地想自
己这次说太多了！哪里知道，黎元洪惊的是这个数少，黎总统的月花销可是在50000块左右呢！所以说
嘛，国父和贪官有什么可比之处呢！简直不是一个层次的。以前读的书里见过冯玉祥写的诗，觉得俗
语俚句甚多，读来十分有趣。谁料如今在本书中看到了另一位军界中人的诗作，两相对比，感觉以奇
葩度相论的话，冯将军的诗简直太正常了。且看张宗昌的《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
加海内兮回家乡⋯⋯《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另外，这位奇葩将领还有《
天上闪电》、《游趵突泉》等一大批令人爆笑的诗作。不过这两位爱作诗的将领也是大有区别的，冯
玉祥流传下来的事迹都是爱国和体恤民情的，另一位却是残酷暴戾的。冯玉祥写《抗日歌》；冯玉祥
走基层谢绝饭局，只吃大饼、白菜粉条炖肉；冯玉祥首创免门票参观美术馆；冯玉祥一次买一车皮西
瓜，全分给学生和父老乡亲吃。张宗昌则嗜妾嗜淫嗜杀嗜赌，在山东暴政连连，引得百姓恨不得吃了
他才好。时有山东民谣为证：⋯⋯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
宗昌。不读本书，你不会知道韩复榘在领兵去攻打驻扎在天津的奉系军阀时，模仿古代齐人田单的“
火牛阵”不成，却搞了个让人笑掉大牙的“火羊阵”，最后那些免费上门的“犀利山羊”成了对方部
队“给力”的下酒菜。这位韩省长还曾一个人骑自行车去突击检查济南市政府，在感到公务员懒散、
腐败后，愤怒下令撤销市政府，后该市政府如期被取缔。韩复榘在审案、宣布犯人死刑之时，也多有
奇葩表现，这些书中均有描写。另外，你还会在书中看到民国第一“屌丝”丑八怪别廷芳铁面无私的
一面——连其女婿赶路途中偷摘了个西瓜解渴，也毫不犹豫地拖出去枪毙了，据说，但凡他管理的地
区，都没有盗窃之事发生。当然别廷芳还有另一面：残酷剥削百姓，滥杀无辜，所以在他统治过的地
方，老百姓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憷。在吓唬熊孩子时，“别廷芳来了”就跟“狼来了”一个效果。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相当让人长知识的书：堂堂大总统孙中山不能按时领工资，只好每日以烧饼油条
、稀饭果腹；吃货袁世凯用计偷窃收藏家的书画；最美民国男人汪精卫的悲剧；因为爱画画，跟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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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石成为好友的曹锟；王国维爱吃零食；章太炎骂孙中山又不许别人骂；溥仪与胡适两次见面；张勋的
辫子是假的，张勋追星（他是戏迷，也是梅兰芳的忠实粉丝）⋯⋯对民国八卦有兴趣的人们都来看看
吧，微信民国比起微信今日那些面膜、保险、小三小四之类真是有意思有营养多了。
11、东方出版社：作为一个“90后”，您已经写了很多书，请问您为何如此热衷写历史方面的书？李
玉广：兴趣。东方出版社：你眼中的历史是怎样的？李玉广：有人的脚动了一下。(微笑)东方出版社
：您跟中的民国是怎样的？李玉广：肉夹馍中间那部分。(微笑)东方出版社：为什么要把《微信民国
》要做成三本书？李玉广：理由一：一本太厚：理出二：考虑受众可能偏向年轻人，做成小书，三小
册最台适。东方出版社：那这三册的书名分别是什么？李玉广：主书名都是《微信民国》。对于各册
的副标题，第一册是《主角配角》，其余两册暂定为《百家脊梁》和《底色镜头》。东方出版社：那
关于第一本《微信民国：主角配角》的内容结构是怎样的？请简单介绍一下。李玉广：第一册分为四
章：第一章“帮上头条”，盘点民国主要事件，如民国的建立；第二章“阴阳政客”，呈现民国各色
政治人物，如孙中山：第三章“‘牛掰’军界”，演绎民国七七八八的霉界人物，如冯玉祥；第四章
“夜幕晚清”，涉及清朝晚期的各色人物，虹溥仪。东方出版社：这次可以提前透露下第二册与第三
册的内容吗？李玉广：《微信民国》系列本本都很精彩，这是我梳理民国历史多年以来第一次以图书
的形式展示探索到的精华。第二册《百家脊梁》将会涉及老师、学人、才女、“大Y”、“草根”以
及各类“卖萌”奇葩。第三册《底色镜头》将会触及民国的政府圈、娱乐圈、曲艺圈、动画圈、民生
圈等等。东方出版社：期待您为读者朋友们带来一个“肉夹馍中间那部分”的民国。李玉广：(微笑)
12、主要写的就是民国时的历史，不过使用微信的形式写的，下面有跟帖，语言挺搞笑的。刚看了下
作者，博客点击量超过200w，这也是很好的成绩了！回到这本书，写的不错，格式也挺新颖的，总体
来说，四星的书！推荐一个！！
13、——评《微信民国》文/蓦烟如雪“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
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
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每每提及民国，我就想起这话，虽言不能一语评民国，但民国不容小
觑。《微信民国》这本书是采用新颖的微信模式来展现民国，全篇分为四个板块，帮上头条、阴阳政
客、“牛掰”军界到夜幕晚清，全书以历史事件开头，以人物故事为基准去描绘作者眼中的民国生活
圈。我看过一些历史类书籍，但以“微信”方式呈现的尚属第一次，这样别具一格的讨巧确实难得，
所以从巧思上我欣赏。但书中杂烩太多，也属一弊。这本书里有精炼概述的认证信息，有背景涵括的
“微信语录”，还有以时间划分的“民国新闻”，甚至是名人与名人间对话私密的聊天微信窗口，最
会让读者捧腹的要属熟悉又另类的“朋友圈”，这是群体吐槽的集合地，从新而出却把人物集体架构
在民国的基调上，他没有简略化，甚至把“附近的人”归为展示与主角相关的同时期人物，把“漂流
瓶”分为邮件式的世界各地新闻。从吃上看，你可以看到充满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文先生最
爱吃猪血豆腐汤，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爱吃面食，他吃相不雅，就任大总统时一天吃的最多不是大
鱼大肉，而是馒头和鸡蛋；而著名的爱国将领，最爱吃的竟是五香大头菜和大头菜烧肉；而张学良的
父亲张作霖最爱的竟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常想起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子。从这点看来，民国年代
的人，从吃食上还是比较接近寻常人家，虽然也有奢靡，但也是有一股亲民之风。就像是我从未知道
溥仪是赞同白话文，甚至接见胡适时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
我心里很不安。我本不想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
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由此可想，溥仪在后期和日军合作，甚至在改造后写的《我的前半生》中
的一些怯懦做法，由此是可以延伸理解的，他并非没有思想，而是被这个王权绑架，他盼望的自由却
没有自由的出口。其次，我自认误解了段祺瑞，就像我曾经看《汉口的沧桑往事》一样，才发现黎元
洪是捡便宜的人，并非是大角色，而段祺瑞是终身信仰佛教，毕生清廉和荒淫无度的张宗昌一同比较
，还是有所差别。当然此书还有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例如韩复榘审过的“雷人”盗牛案；如袁世凯不
爱洗澡还时常习惯把鼻涕擦在袖口的名人轶事，甚至是张宗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太太们，这些虽然
像八卦，但都是比较熟知的人物，此内容虽略显小家，但名人的荒唐事，还是可以聊聊。就像这个书
里标明“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墙角”，生活里皆是嬉笑怒骂，微信里皆是平民的酸
甜苦辣，丢弃严肃的一板一眼，用贴近化的方式展现肉夹馍式的微信民国。甚好。
14、民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过渡年代，虽然历史短暂，但它的伤痛耻辱（二、三十万中国同胞6
周内死于日本侵略者手下的南京大屠杀）、它的精神（军民八年抗日持久战取得最终胜利）、它的艰
苦（莘莘师生学子不畏艰险在炮火纷飞中授道求真的西南联大人）、它的坚韧（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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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国：主角配角》

时刻以孙中山为代表寻求救国真理的每一位中国人）、它的才气（民国文人多才情者至今没有哪一个
时代的人能够超越）、它的多情（如金岳霖、徐志摩、戴望舒、高君宇、石评梅等代表）、它的妩媚
（如陆小曼、唐瑛），还有很多“它的”⋯⋯这段战火纷飞，风云变幻，动荡不安而又精彩纷呈的民
国历史，足以使人产生深深的探究欲望。文字带着民国的温度，在不同处走来。像这本形式新颖的《
微信民国—主角配角》。之所以说这本小书新颖，是因为它采用了现代自媒体——微信这种形式，让
离我们远去的那段历史充满了时代感。其中尤以一些网络化的幽默语言——和民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
了起来，仿佛正发生的一样。民国穿越来到现代了。作者紧跟时代的脉博，开微信民国之先河，接下
来还有他的第二本、第三本呢。既然是微信的形式，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民国历史简史了。
书封面上牛气冲天地说出这么一句话“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挖别人没挖过的墙角。”这本《微信民
国—主角配角》主要梳理的是民国时期军政界的主要大事件和大伽人物。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高大上
的民国大佬，当他们通过作者思维的指挥棒用起微信，一下子全都平民化了起来。他们借着微信褪去
了伪装的衣壳，还原出自己最隐秘最生活的一面。你可知：孙中山最爱吃家乡的猪血豆腐汤。袁世凯
爱发“嗯”，爱骂人“混蛋”；袁世凯喜欢用袖子擦鼻涕。胡汉民减肥致饿昏。冯玉祥在军中开运动
会。最搞笑的要数张宗昌作奇葩诗（成为这本书最大的笑点）⋯⋯诸如此类带着八卦意味的消息，让
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上轰轰烈烈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最真实的生命状态。作者果然是专门“挖
别人没挖过的墙角”啊！历史也可以变得潮流而又幽默的。读读这本书，你就知道了。
15、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嬉笑风格写民国历史，又借用如今最为流行的微信载体，确实令人耳目一
新。这是一本面向年轻人的书籍，作者文笔诙谐幽默，读者阅读起来也轻松有趣。在本书中，所有的
民国政权的当红人物都放下了“严肃正经”的面具，更多流露出他们作为平常人的一面，少了脸谱化
和神性，多了真实感和人性。他们的口头禅、生活习惯、个人怪癖等等都被作者拿来做文章，在专业
研究历史的学者眼里看，这本书的内容或许不够丰富，知识点不多，分析历史也不够深入，但在我看
来，这样的书籍可以让我激起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吸引我去进一步了解一个更鲜活的民国，这就达到
了它的出版目的。本书里值得一提的是我老家的某人——统治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爷爷奶奶辈眼里
，他简直就是俺们山西的“土皇帝”。我的祖父是二十年代生人，小时候他常跟我们说，他当年在村
里坚持读完了高小。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家里重视教育的缘故，读了此书才明白原来这其中有阎锡山大
力推行义务教育之功。“1916年，山西方面曾创造了一个全国性记录：每1000个百姓中，就有29个小
学生。”再然后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另一奇葩了。既然《微信民国》是嬉笑风格的书籍，那么作者写
到书中各个历史人物时，提到的他们的笑点也就尤其多。整本书里最让我捧腹的人物就是“狗肉将军
”张宗昌，没有之一。他“创作”的多首奇葩诗作以及拥有几十名姨太太的壮观景象，让他稳坐本书
“雷人榜”第一把交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实在忍不住在此摘抄他的几首诗与众同好分享。第一首
《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让我瞬间就笑
点低了，想到了《还珠格格》里那句经典的“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也让我想起了五六岁时
在老家村里，奶奶教我读的童谣。虽然这首《大明湖》读得人笑掉大牙，但反过来想想，那个“一戳
一蹦跶”还蛮生动。第二首《咏雪》：“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
灰呀筛石灰。”额滴娘呀，能把下雪比喻成筛石灰，张大将军的想象力倒也出色了，大俗，大乐！第
三首重磅推荐《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
巨鲸兮吞扶桑。”哎呀妈呀，真是中国打油诗界的鼻祖呀，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天雷阵阵！不
敢想象这些诗句若拿山东话读出来会是怎样的效果，无限憧憬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民国时期的
知识是段缺失的知识（原因您懂得），而90后作家李玉广的“挖墙脚”，让我们看到民国人物最鲜活
有感的一面，也让我们不由得开始关注他下一本书的出版！继续期待李玉广“肉夹馍中间那一部分”
的民国吧！
16、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
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
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狄更斯 《双城记》似乎每到了群
雄并起、百姓离乱的时刻，人的思想与精神才是最放纵，最自由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南北
，文化融合；清末民初，大师辈出。不提前两者，单民国时期吧，那真是个大师辈出、风云人物争相
登场的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追忆，也有很多令人敬仰的人物瞻仰。不
过，毕竟该书讲的是当时影响时局大人物，令风云变幻的一方巨头，军界政界的大佬之流。文化界的
大师学人什么的，除却最后的【夜幕晚清】部分里的几位遗老遗少，和这书基本上是没太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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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近期上市的国内首部微信体通俗历史读物《微信民国2：百家脊梁》*★,°*:.☆\(~▽~)/$:*.°
★* ~！翻看书里的这些个民国的军政人物，着实不免令人感叹声“时势造英雄”——说不得，和平年
代守城门楼子的一个小兵牙子，到了风云乱世人物辈出的时候，就能有了令人瞠目结舌大造化，一跃
而成了一方镇守。而这些人在作者的笔下，以手机微信的格式出现，显得是如此的鲜活。说起来了，
在亡国灭种这个大是大非的底线面前，有些人不甘屈服，令时人赞叹，有些人却是晚节不保，令时人
惊怒！说真的，你看书里某些口碑极差，能止小儿夜啼的凶徒，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却能不以自己的
富贵权势为意，宁死不屈；反观另一些革命的进步人士，倒是口碑不错，可却能为了所谓的实现自己
的理想，而不惜卖国借势，⋯⋯这种行径实在是不能不令人齿冷心寒呐。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不说是
开篇盘点民国主要事件的【帮上头条】，在接下来的盘点民国风云人物的三篇中，政界人物、军界人
物、晚清遗老等是轮番出场，唱念做打一个好不热闹啊。只是，书中对这些人物的介绍，未免有些过
于简略了。像黎元洪与徐树铮、别廷芳之类的，还不如张宗昌、孙传芳和韩复榘之流，前两者就算是
该节的“认证信息”里没写，但也在之后的与本节相关“民国新闻”中道明了人物的死因；而后者的
死因干脆就写在了该小节开篇概述人物信息的“认证信息”中了。以读者的身份来说，也能理解因为
是小书，篇幅所限，但是写的这么简略，真的也只有看着打发时间的用处了(￣_￣|||)』可为了遵循每
小节右页起始的规律，书中左侧的空白页实在不少，那啥，感觉真不是一般二般的浪费~总体而言，
作者的视角新颖，口水话诙谐幽默，写的特别逗。还是很喜欢看这样轻历史的书的，能够将本来严谨
的历史，以一种更加娱乐化更易为人接受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确，书的立意是很好的，但
还是那些个老问题（︶^︶）错别字就先不说了，反正现在的书几乎都是拿来就印，编辑都不用校对
的。问题是，这书里有些语法句式的问题，看着实在是很伤眼。那什么，“盛宣怀认为孙中山是一位
太年轻的大土豪：⋯⋯”，反正这个句子哪里都不对劲儿，联系下文大概作者的原意应该是“大土豪
认为孙中山太年轻 盛宣怀：⋯⋯”，或者“盛宣怀认为孙中山太年轻 大土豪：⋯⋯”之类的。再有
，黎元洪一节164页上孙科与黎元洪的对话里的一句，居然能莫名其妙的出现到了别廷芳一节197页上
别廷芳之女与别廷芳的对话栏里了。呵呵，这样的质量，基本上也别期待什么‘以后’了〒▽〒
17、袁世凯在当大总统期间的一天：（一）每日早上都是6点起床；（二）洗刷；（三）吃早饭，吃一
大碗鸡丝汤面条、4个四两重的大馒头、6个鸡蛋；（四）正式上午办公；（五）在十一点半吃午饭，4
个四两重的大馒头、6个鸡蛋；（六）正式下午办公；（七）吃晚饭，4个四两重的大馒头、6个鸡蛋；
（八）休息。PS：一天之内，合计可吃馒头4.8斤、鸡蛋18个袁世凯关于吃的理论：能吃才能干。他为
此不仅自己坚持如此，还将此观念教给下一代。长子袁克定因饭量小，常常遭到老爷子的教育。正所
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袁克定也想出一招：在吃饭时，趁袁世凯不注意，偷偷地把大馒头揣进怀
里，再对父亲说自己已经吃完了。结果，有次那大馒头刚出笼没多久，太热了。袁克定揣馒头揣习惯
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揣了进去。于是，袁克定胸部都被烫出水泡了，可为了不穿帮，还是咬着牙没
说。——摘自李玉广的新书《微信民国：主角配角》袁世凯如此新朝，头一次听说。
18、第一册共四章，采用“大事年纪”和“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从民国大事件到政界、军界
的人物。第二册共六章，同样以“认证名人”的微信形式，呈现民国时期的巨擘文人和奇葩墨客。第
三册共八章，采用“公众平台”的微信形式，呈现最有趣、最奇葩、最有料、最耐读、最有历史厚重
的民国各界。真心不错，推荐大家看一下
19、看了这本书，感觉还不错。挺好的，格式挺新颖的内容也不错，挺逗的整体不错，建议看一下看
够了历史书，那就看下这个吧既能了解历史，也能刷威信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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