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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真相》

乌卡什·贝尔特拉姆 著
新星出版社 2012年5月

令人震惊与愤怒的书。通过最近几
年的媒体报道与纪录片，人们对卡廷惨
案已经有所了解，但被杀害的22000人这
样一个冰冷的数字，并不能真正呈现卡
廷惨案的前因后果。这本资料集虽然没
有给出任何研究性和结论性的文字，而
仅仅是档案、数据、图片等文件的汇编，
却已经足以令读者在强烈的感性印象之
后理性思考历史与现实。

《天下得失》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主题研究的学
术著作，不过因为是多人合作作品，书
中主题略显散乱，但也正因为如此，给
了普通读者更多的阅读空间，也因此有
了一种意外的历史普及价值。汪朝光、
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学者，通过手抄蒋
介石日记等难得的史料，对于之前历史
叙述中的蒋介石形象，给予不同角度的
呈现。

《剑拔弩张的盟友》

齐锡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5月

齐锡生代表作有《中国的军阀政
治》，出版之后对于当代学者重新理解北
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颇有推动作用，
这本《剑拔弩张的盟友》同样有着挑战成
说的勇气，对抗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同盟
关系提出了不一样的认识角度。作者统
合大量史料后以“剑拔弩张”四字概括这
段合作史，也为这段合作日后的失败提
供了新的理解角度。

《失落的巅峰》

周海滨 著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口述历史作品，作者面对面采访了
中共六位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
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
以他们的口述为读者提供了视野之外
的历史细节。这些回忆有的涉及历史
事件，有的只是个人生活，合在一起，却
提供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也让普
通读者在感慨之余对历史产生出“理解
的同情”。

《大国霸业的兴废》

许倬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年4月

史学大家许倬云的小书。书虽然
小，主题却大，作者既考索古代中国的王
朝更替，也考察西方各大帝国的兴衰过
程，更论证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之艰，以
古论今，最后的落点，放在今日之美国与
中国，今日之世界政治格局上面。书中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意
识，发人警醒，而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
史的问题的方式，也可引起更多思考。

《近代中国的变局》

郭廷以 著
九州出版社 2012年5月

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名著，第一次在
内地完整引进出版。无论是对历史的爬
梳，还是作者的史识，都为读者提供了新
的角度。郭廷以的著作，近年引进颇多，
除此书外，《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口
述自传》等也都有了内地版。稍稍有些
遗憾的是，这些书没有在人们最热衷于
重思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引进，如今姗姗
来迟，倒显得有点时过境迁了。

《惟适之安》

黄克武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5月

郭廷以从大局观察近代中国社会之
变，黄克武则以思想家严复作为个案，探讨
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努力与困境。作为提
倡西学的先驱与旗帜性人物，严复晚年回
归传统，正好透视出文化转型的两难。黄
克武呈现这一过程的同时，也一改往日的
定论，重新强调严复早期与晚期思想的一
致性，不仅仅是对严复个人的重新理解，
也给出了理解转型时代的一个角度。

《真假袁世凯辨别》

端木赐香 著
金城出版社 2012年5月

端木赐香自称爱挖历史的墙脚，她的
历史写作，既挖得痛快淋漓，又让人回味不
已。这本《真假袁世凯辨别》，写的是人们
最熟悉的题材之一，但熟悉之中，却又有可
能真假莫辨——毕竟，这种熟悉是被构建
出来的，大部分读者，并不真正理解袁世
凯其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于是，痛
快地读端木赐香，就不仅仅是挖墙脚而
已，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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