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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耻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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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瓜分”和“门户开放”
二 “君子”们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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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的人（上）（1911一1916年）
一 不设防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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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请再高升一步”

第五章 “强”的人（下）（1916―1919年）
一 不清不楚的关系
二 段祺瑞和日本
三 日本美国间的斗争
四 人民主流的出现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
一 “五四”后的爱国运动（1919―1921年）
二 新四国银行团和华盛顿会议
三 反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
四 吴佩孚和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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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语：未完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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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除了三观过正以外都不错，比现在很多书写得用心多了⋯⋯
2、多么精巧的一本书。难得的一本看了想吐，吐了还想翻的小册子。按着时间的顺序，惯用的左派
的揶揄讽刺。好比在听酒桌上的红脸汉细数海评近代史的点点滴滴。不得不让人对40年代末的三联出
版社的状况心生好奇。其作为胡先生的政宣作品，在同类中也属出类拔萃，非今日的教材文本所能比
拟。
3、胡先生这篇写得聪明，很客观，以至于经年之后仍有大价值。中国人写史首先是一种文学艺术，
然后是要传递一种正统的价值观。纪传体也好，编年体也好，都是省略出的，去芜存菁的立场。你可
以称它为大正统、大道德、或者大历史。而我想，大历史是被马克思主义忠贞信仰者所认同的。
4、没读完
5、没读完 起初是近代史老师推荐的 为了写读书笔记才去看的 觉得写得挺有道理的 感触挺深 虽然带
有些立场上的片面的言论 整体还是挺客观的 只是后来老师说不用写了 就没有继续读的动力了。。
6、阶级史观与革命史观的经典之作，但作者的笔调很精妙，视角不影响其通过正常的逻辑论证达到
自己的观点。看书还是要看经典作品，哪怕是阶级史观这种现在人人唾弃的东西。
7、揭示了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很值得回味
8、较好地论证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这个统治者与中国
人们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这个
人民的革命事业。
9、政治色彩有点，但是不能埋没他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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