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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解放战争》为王树增非虚构文学著述中规模*的作品。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军队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军队，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最终扩展成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国际风云，政治智慧，时事洞察，军事谋略，军队意志，作战才能，作品具有宏阔的视角和入微的体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人生沉浮和变幻莫测的战场胜负，尽展中国历史上规模*的一场战争的丰饶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艰难新生的历史。

解放战争 上(pdf+txt+epub+azw3+mobi电子书在线阅读下载)：

下载电子书

网友评价：

	这是一部充满了精彩文字的好书！原来以为学习过中国革命史，也陆续看过了许多关于解放战争军事文学作品的我，不会有更多的好奇，可是，从开始到读完用了三天时间一鼓作气读完：真是无比感动！于是又读了第二第三遍！ 
   蒋家王朝的溃败完全是他们背离了人民，违反民意的结果。而美国当时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白继续支持蒋家王朝不会有结果；而苏联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于是，他们都没有支持我们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只不过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是我们的“同志”而已。 
  人民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认为值得：那些还乡团、地主武装、土匪，还有更甚于他们的“四大家族”，中国人民无法与他们两立！ 
  奉劝那些对所谓“过去”有过幻想的人，不要编织所谓的谎言来欺骗自己和别人了，中国人从近代以来，这时是最自豪的！ 
	作者采用气势辉煌的手笔全景再现了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是一部值得收藏的小说。初步阅读后发现存在四个小缺点： 
    1、有错误语句。比如：P300页，将二纵和三纵的司令员都写成了陈再道；再如将我军的指挥员前面误加了一个“敌”字变成了敌军（页码不记得了）。 
    2、我买的书中出现了一处正面印刷的字迹渗到背面的情况，虽说不影响阅读，但终究是缺陷。 
    3、书中对于大战前双方指挥员审时度势、斗智斗勇描写得较少，大部分是双方指挥员姓名和参战部队人数和番号，可以说这是全书最大的缺点。 
    4、全书720多页，采用一本装订，太重了。只适合坐在桌前阅读，不适合我这样靠在床上看书的人，看不了多久就要歇歇手，不能让人一气呵成。建议一本书装订在350页左右为宜。 
    以上原因评分4星。 
	大多数人都是从《远东朝鲜战争》开始认识王树增的。后来又有了《长征》。 
能够得到如此高的好评，除了题材本身吸引人，更多的还是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人们，对这种大量运用史料采用白描手法来讲历史的方式的认可。 
大家都有自己足够的独立判断力，也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储备，很愿意在阅读这种比较私密的活动中更加自由独立放松一些。 
所以，我们对这本书很有好感的同时，更应该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允许那么多的官方史料曝光，允许王树增们在分析和采用许多以往官方不让使用的素材和资料，并且允许王树增们在采用这些史料时发出有所偏离官方价值判断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 
因此，我很高兴大家都爱看这些以往很多人不爱看的党史党建之类的书，也很高兴有这么多的王树增式近现代史图书出现。 
当然，也更希望尽快看到这本书的下册。 
另外，建议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也去看看金一男的《苦难辉煌》。里面讲的是解放战争之前的中共历史，有更多的经典评论和以往闻所未闻的素材。 
两本书合在一起看，会有更大的乐趣。 
	建军节前读完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春秋无义战！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亚对孟子的这句名言影响日渐广泛。以此类推，绝对地否定国内战争成为一种时尚的观点。自然，距今最近的解放战争首当其冲。

    这种历史问题简单化、泛道德化的观点，对于以史为鉴是有害的。

    当当网上买回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我并未马上翻看。一是太厚了，上集就700多页。更主要的原因是怕作者受制于政治因素而观点偏颇或者胡编乱造。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最全面、最客观地反映解放战争（国民党称戡乱战争）的一部优秀的小说。其记述合乎历史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一、解放战争是国共双方所代表阶级的较量，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

    一往的文学、影视作品，受某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或者是出于迎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问题，过于强调中共部队的勇敢，指战员的强大以及国军的孱弱。事实上，经过了抗日战争的磨炼，国军的军政素养有了质的飞跃。四平保卫战等初期的一些战役，国军的作战能力远超过中共军队。书中引用当事人的观点，四平保卫战时民主联军１２个人不敌陈明仁将军手下一个人。甚至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的淮海战役时，非嫡系的黄伯韬兵团在阻击战中的作战素养也是华东野战军所不及的。

    本书在描述每一次重大战役时，特别是华东野战军鲁、豫、苏，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役以及山西徐向前兵团所有在解放区的战役中，浓墨重笔地写了农民对战争的支援。民众的无私与牺牲精神令人震憾。民众与解放军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中共由弱到强直到最后胜利的基础。这种描写又与晋冀鲁豫军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受的困难形成鲜明对比。

    直到1948年５月国民党全面检讨戡乱战争时，才意识到国共两党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对抗，而非单一的军队形式。单不说此时认识是否已晚，作为政治的一部分，国民党此时已不可能做出什么根本性的调整。即国民党的失败已是种必然！

    二、关于统帅部（毛泽东）对战争结果的作用更为客观

    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时，国内的所有作品在叙事时都跳不出这个圈子。然而《解放战争》却写的很客观。

    解放战争虽然有“摧枯拉朽”的样子，但是毛的指挥并未神化，而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比如有关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等等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重要内容，是1948年春陕北米脂杨家沟会议时毛泽东所提出的。这只是对此前一年半时间几大部队作战实践的高度概括。国共间每次大的战役，毛都要求指挥员做出认真全面的总结。也因此，战功最大的林彪曾受到过严重的批评。事实上，四平保卫战、张家口失守以及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都很值得商榷。而粟裕的三次扭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役布署更是广为人知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能抹杀毛是个伟大人物这一事实！面对胡宗南军队数十倍军队的围追堵截，他坚守陕北；他战略家的雄浑气魄以及对所属有些压迫式的战略布局历史罕见。要知道此时的国民党是个正值壮年的现代政党，所领导的军队也是现代代的军队。

　　毛不是神，但是绝对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三、蒋介石是位爱国主义者、政治家。他对军队、将领的每一次讲话都一针见血、发自肺腑然而却于事无补，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的腐败、将领的腐化。李宗仁、王耀武、傅作仪、张灵甫、杜肀明、陈明仁等抗日名将在解放战争中处处受挫，其根源在于政治及社会制度的缺失。

　　关于解放战争，向句话很难说得清楚。然而这段历史对后世将有重要的启示。

 

	解放战争我们其实对它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南征北战等影片，还是看点全面的吧，内容很翔实
	宏大与细节结合，很好的展示了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雄伟画面。
	看过王树增的长征、朝鲜战争，印象很好，所以看完朝鲜战争就买了这解放战争的上下册，不光我看，我家上小学的九岁的小孙子也很爱看呢。读读这样的书，特别能让年青人知道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是多不容易。
	内容写得不错，很详细，历史重现，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
	是听了有声读物才买的这本书，写的很细很全面，适合喜欢了解解放战争的人，本人灰常喜欢，当然不适合想大致了解那段历史的人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方面称为“动员戡乱”[1]，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国共内战第二阶段。[
	很不错给儿子买的以后需要什么书还会苏光顾的
	喜欢战争类的书籍，但是从来没有完整看完过一个战争
	出差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以近乎疯狂的状态，读完了《解放战争》（上）。除了开会和吃饭的时间，飞机上汽车上榻上……700多页的《解放战争》，终告啃毕。 
 
    读罢，两个感受： 
    一个感受：战争，斗的是通盘战略，比的是大智大勇，打的是钱粮给养。。。。  
    而解放战争的胜利，说到底，就赢在两处：  
    一曰 ：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二曰 ： 团结就是力量 
 
     另一个感受：说到底，这是内战啊……以百万计的巨大伤亡数字背后，多少手足相残的尸骨和血泪。 
     战争的残酷无法言表。呵呵，算妇人之仁吧。 
   
     对王树增，因为读过他的《远东朝鲜战争》和《长征》，对他的作品始终抱有极高的信任度。同样是纪实文学，他的作品有一点很难得，把战争写得张驰有道有声有色，有大场面的战略智慧，也有局部战争浓墨重彩的特写，所以这书就受看，就能看懂。何况，这人的文字感也非常出色。 
  
     不过，俺这种读书状态，太过疯狂。难免囫囵吞枣，以致于把各战役各野战军啥滴，都搞滴混成一团。呵呵。  
 
      好书，值得再读。 
      还有，下册不知何日面世…… 
	这是一本解读解放战争史的好书，讲解的非常详细。
	内容非常棒，每本厚达700多页，但本书的封面也太差了吧，软趴趴的，让我差点以为是盗版的！！
	好书，建议每个人都读一读。每个人都能从中学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俞正声号召党员干部读此书，是有道理的，是否达到功用，就难说了。 
凤凰卫视分别做过关于辽沈、淮海战役的专题片，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一看。 
觉得作者战争系列的几部书的不足之处都是类似的：引文不注明出处、缺少地图（不一定要彩色的啊）、未列参考书目等等，增加上去也加不了多少成本吧。 
瑕不掩瑜，强烈推荐！！
	给父亲买的，他非常喜欢研读这段历史。据说写的很好！
	很好的一套书籍    对于我们了解解放战争的那一段历史很有帮助     值得收藏
	不错的书，买了全套，从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
	胜利来源大量基层(排连营团级)带头冲锋!无数基层指挥员们模范带头，冲锋在前，保证了胜利。党组织的作用使全体官兵形成坚强的整体，高级指挥员们也发挥出更大的智慧。
	《解放战争》！看毛主席怎样打败老蒋的！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关于我党我军历史的书籍不知道读了多少，尤其解放战争的故事可谓几乎烂熟于心，但看到本书时毫不犹豫地购买，原因是本书独树一帜的角度和不同以往的风格。


1、以具体、翔实的数据、真实可信的故事和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浓于血的情感和拥护，揭示了我军必胜的根本原因！如山东军区的老百姓奋不顾身的支前热情、保家卫田的真情实感；如贫瘠的陕北人民宁肯饿死自己的幼小孩子也要把家中最后的一点粮食献给西北野战军；如解放军每次围歼蒋军时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民兵站岗放哨绝不让一个蒋军士兵漏网逃窜。小小的莱芜战役，我军不过20万，歼灭国军6万多人，但参加战勤的农民500多万，直接参战的就有50多万。如刘邓大军艰苦转战大别山，仅12万部队就有上万名支前民工；九纵队离开太行山时7000多民工随军参战，纵队司令员秦基伟终生难忘：当时部队有逃兵，但民工队伍没有一个。一幕幕农民不怕牺牲、踊跃支前的情景让国军军官目瞪口呆，这种情景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曾出现过。读来催人泪下。作者不动声色的记述、其绝对白描触和不加任何粉饰的事实感动了读者，宣告了蒋军必败的历史必然性。


    2、作者没有站在偏袒我党的立场上看待这场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战争，而是站在客观的、中立的立场上细细考察战争双方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方针、领导人风格等诸多因素，据此分析得失。在多场重大战役记述时完全不使用“我军、蒋军”的明显符号，干脆使用了“攻方、守方”的字眼。毫不隐晦我党、我军有过的多次错误与失误。如抗战刚刚胜利时弥漫在我党内部的不切实际的“和平民主气氛”，计划参加中央政府将党中央迁至淮阴，为实现共产党的“合法化”地进入国民政府不惜在停战协议中做出重大让步，自毁长城地裁军10万人以上，战争初期留恋大城市以“夺地占城”为主要目标的错误战略、现在宣传是“伟大胜利”的几次战役实际上艰苦卓绝、危险至极，以及多次战役的指挥失误等。


    3、从抗战胜利直到三大战役之前，各野战军中不论军力、武器、消灭敌人数量、被蒋军重视程度、影响大局的地位等等，陈毅和粟裕领导的山东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都名列前茅，地位不可动摇。人们后来热捧林彪的四野，当时排名甚至在刘邓之后。辽沈战役后林彪做大、做强是事实，也是各种因素的大势所致。陈粟的英名长期被林彪所掩盖却毫不争功，陈粟二人让后人肃然起敬。


    4、以往多次看到却没有总结的一个事实：到1947年7月小河会议时的正式排名，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功绩倒排第一，就连地处贫瘠的陕北、装备最差、兵力最弱的西北野战军的歼敌数量、战略作用和背负之重也排在晋察冀之上。直到中央安排第三年的歼敌计划时，给晋察冀下达的任务业余西北相差不多。


    5、写毛泽东的伟大侧重于战略，而把战役组织的功劳真实地还给野战军领导，是本书突出的真实。


    王树增何许人也？了不起！


    当然也有为尊者晦、为尊者捧的现象。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之差别不属于历史谜团，几乎为战史家皆知。359旅中原突围后实力大损，在吕梁地区休整多日，直至西北烽烟起才在后期加入西北野战军。之前一直是张宗逊的358旅作为唯一的主力支撑彭德怀的西北战局。即使在后来的西北诸战中，两支部队虽然并肩作战，也是358旅稍胜于359旅，张宗逊的指挥优于王震。书中却把张宗逊抽象化，每到具体战事只有王震的生动细节，包括与保护其生命的警卫员扭打成一团——关键时刻不见了张的身影，甚至还把羊马河战役中打阻击的358旅说成是“王震的部队”（P290），此等错误不像是笔误。张宗逊在文革后期固然有不审慎之处，却也并非乱臣贼子、罪不容赦。记得80年代中期某些作品的偏袒描述，曾让亲身经历的家父大发感慨。不想几十年过去了，阴影还在。有机会一定当面问问作者。


    书中大量的资料、情节颇有价值，可信度高。


    1、一个有意思的人，卫立煌。此人是国军将领中屡建奇功之人，但他非黄埔出身，是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满腹辛酸。对东北局势做出基本判断：“固守为本，绝不救援，否则被歼。”这实际是个“不作为”的策略，他把此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在锦州、四平、辽阳等地国军同僚被围陷入困境时，从不出手救援。此举给林彪的大决战留出了巨大的施展空间，也给自己辉煌的戎马生涯划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2、几乎所有的攻坚战都是血流成河，国共双方的伤亡人数旗鼓相当，有些甚至胜方的伤亡还超过守城的失败者。一将功成万骨枯！


    3、直到1947年5月，在阳泉战役中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日军部队”的故事颇为诡谲——日本投降已经2年，这支只有500多人的日军，竟在战斗已经结束后我军持续攻击2天仍不肯放下武器。后因水源断绝不得不谈判投降后才发现， 其随军有100多名妇女、儿童——这一场景不仅让主攻营的马营长辛酸，也使我们看到日本军人与中国的不同。



	王树增的作品之前买了朝鲜战争那一本。这次买解放战争。是很耐看的主旋律作品。我们需要这样积极向上阳光的红色主题书籍。支持支持支持！
	我坐在火车站旁温暖的麦当劳里，听见身边一男人动情地打电话:”女儿，爸到火车站了。风好冷，你穿得够不够？不了，爸不去麦当劳坐，又不买东西坐什么呀，还不如让你一出站就看见我呢。没事的。挂了，你慢点啊。”放下电话，他开始狼吞虎咽面前的汉堡炸鸡薯条。#…我以后也要成为这么感人的粑粑#
	能详细的了解当时的状况，能深刻理解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多少人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就是有些局部的战役还得找相关书籍了解。。。。不错的书，值得收藏，值得阅读。。
	对解放战争充满了兴趣，买了两年了，这个寒假就读，不读对不起自己。
		王树增先生的鼎鼎大名是如雷贯耳一般。在今年春天看他写的《朝鲜战争》时，曾被感动得数度流泪。直到今天，对他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澎湃的激情、犀利的文笔和严谨的说理仍然是记忆犹新，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就一下子又买全了他的整套战争系列，包括《解放战争》和《长征》。


	《解放战争》（上部）写的是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8年9月间国内的战争局势的发展与演变，而这个演变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政治与军事势力日渐消蚀，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八年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被尊为抗战领袖，他领导的政府被称为称为抗战砥柱，得到全国军民的拥戴，声望如日中天。即便是在国际上，他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得以和苏、美、英三巨头共同商讨战后新秩序。而当小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开着汽车，风驰电掣般的争抢着去受降，那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那耀武扬威的劲头，一时间让饱受日寇蹂躏的沦陷区人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当此时，有谁不认为蒋介石会是中国当然而然的统治者呢？他也的确有这样的资本，他的军队数量多，装备好，而且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大面积的国土，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资产，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众对他也充满期待。他正处于其人生的巅峰，拥有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的一切有利资源和压倒性优势。所以，他自以为胜券在握，拒绝和谈。


	而唯一可以与他争锋的共产党有什么呢？他们的起点很低，又长期偏居一隅，凭着落后的装备在敌后和日寇周旋了八年，在日军的扫荡中不断成长，在国民党军队的“误伤”中不断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武装力量。但是，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他们太落后了，没有美援，没有金融，没有大炮，没有汽车，他们有的，就只是小米加步枪，就只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就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赢得胜利。


	但是，奇妙的是，历史的演变常常是出人意料。眼界的不同，目标的不同，就决定了胜败的易位。日本投降了，亡国亡种的威胁消失了，国民党军队那被压抑了八年的本性就外露无遗。从上到下，从蒋介石到一般士兵，他们只盯着日寇留下的财产，都在中饱私囊：大军阀势力要占地盘，扩充势力，军官要占豪宅，抢金银珠宝，好升官发财，士兵也要从中拾些牙慧，以为未来的生活之资。他们没有人去考虑中国的建设、未来的政治、今后的战略。而在此时，他们的对手，我们的共产党人却在为未来进行战略布局，所以才会有十万干部进东北，所以才会有发动群众土地改革。眼光取向的不同，高下立见。当然，因为实力相差悬殊，他们对共产党人也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如郑洞国的四平街之战，如胡宗南的占领延安。然而，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领袖带领的一支没有战略眼光的队伍，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就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所以，即使有这些短暂的、局部的胜利，随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林彪在东北站稳脚跟，彭德怀几战胡宗南，在全国的大局上看，国民党虽然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减，但却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局面，共产党人越来越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这样的局势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军队不断胜利，不断壮大，而国民党军队却屡战屡败，一败再败，而到了1948年9月三大战役发起之前，两者的实力基本上不差上下，但在军队的士气上，却是相差千里，这一升一降，就象是有武林高手在其中实施了乾坤大挪移一般，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那里挪走了民心，挪走了土地，挪走了经济，甚至挪走了士兵和武器……马上，决战的序幕就要拉开…… 
	经典之作，心仪已久，活动买入，物超所值，谢谢当当
	到货很快，书已收到，非常不错，简单翻阅了一下，写得很好的书，很精彩，值得一读。
	第二次國共內戰. 如何從抗日戰爭成功後. 短短的四年擊敗蔣介石. 是一個不錯的內容
	去年就读完了这本书，比较懒，一直没写点儿感受。今天是建党90周年，重温一下，感受又有不同。周围有些人说解放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是自己人杀害自己人，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要质问他们站在谁的立场上这样说？！蒋介石27年举起屠刀的时候，短短几年就杀掉了上百万，包括党员和无辜群众，之后面对日寇入侵，宁愿不抗日也要“剿共”，是不是同胞在相残？！为什么代表老百姓的共产党强大了，能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了，就成了没必要了呢？两个政党的纲领和路线完全不同，没有协调的可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能通过军事较量。因此，解放战争是必要的。大家读读这本书有必要,也仔细想想现在中国的未来和命运问题。
	给放暑假的小朋友看的，希望他能喜欢，当当越来越好哦
	很好，给儿子趁着暑假看看，只可惜下集缺货，这两天在看有货了没有儿子。很喜欢！
	王树增的作品都是用心之作，高中时候就看过他的《远东：朝鲜战争》，既严谨又有可读性。
	很喜欢这位作家的战争系列作品。语言引人入胜，风格鲜明，两本厚实的作品，过瘾
	原来等邓贤兄的抗日题材大部头，暂时没等来。等来了树增兄的《解放战争》，不期之遇。原本以为作者写完了《长征》后，会躺在成绩与“赞誉”上睡大觉，在这里道歉。同题材的《枪杆子1949》令我很失望，让我怀疑那是不是原作者的原作。 
我认为客观与翔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所在，虽然它可能不是历史，但尽量做到这两点才是纪实文学及其作者受人尊重的地方。孔圣先师说：“虽不中，不远矣。” 
我从这本书里里看到了作者尽其最大努力去做到的这两点。作而不述之下，留给读者深思的空间。 
说句行散的话作为结尾：“Truth is out of there.”–《X档案》 
	　  让我这样一个评论纯文学领域书籍游刃有余的人来评价这样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确实有点犯难，我承认这次贪心了，想要在我不熟悉的领域扩大阅读的范围，有点自不量力。其实我并不是对战争题材完全摈弃，但是相比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更有某种同仇敌忾的民族心理。对于内战，当你处于某个阶级，视角也必然是属于某个阶级，所以主旋律是难免的，绝对的客观肯定是谈不上，不过通读下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解读，理性的成份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读之前，我把这本书定位为纪实文学，但是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本书的文学成份实在是不多，总觉得王树增对这段历史是烂熟于胸的，甚至于到某个人的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的细节，但是当你刚刚被情节吸引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然后又是大量罗列的战争资料，一段段的引文，这种纯粹性的政治史料，真的会让人感到枯燥，这也确实的让这本书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界，他的读者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政治学术研究领域的人物，自是不需要亦史亦事的这种穿插，我这种对战争题材兴趣淡漠的，虽然兴了品读的念头，但是实话说，比起纯历史战争的书籍，虽然能够读进去，不过也总是容易跳出来，所以阅读的过程非常的缓慢。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适合学生们的政治及其历史课程的扩充阅读，比起上学时候学习上的乏味而言，王树增对这段历史的全面梳理还是很清晰透彻的，通俗而顺畅的语言，某些章节独特的视角，比如闯关东，虽然没有过度的展开，也已经足够让这段史实变得的生动起来。应该说这本书颇为让我欣赏的地方，就是在某些章节的切入点上，有着作家独特的见解和角度，让原本众人皆知的这些历史事件，有了全新的阅读维度。


　　


　《解放战争》洋洋洒洒700多页，却只是写了半部战争史，委实动用了大量的史料，花费了不少的笔墨进行串联与构建，稀稀落落的又在细节上带有文学性质的增补了几笔，确实做到了把这段历史最大限度的还原，却既没有做到兼容并蓄，也很难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我一直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政治，政治的纷争来源于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之根本还是要回到人上面来，这可能也是一直以来我偏爱文学类作品的原因。再现历史和解构历史并不等同，基本上这本书还是偏于再现，私以为读这本书的好处，一个是对那段过往可以有宏观的认知，另一点就是蛮可以仔细研讨某一章节，挖掘细枝末节，然后自己在此基础上重建文学类的作品，比如兰晓龙，都梁之流的军旅作家，可惜他们始终还不敢碰触纯解放战争题材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碰不得，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这本书所呈现的解放战争，已经是最翔实，最大众，最浅显的了。 
	语言简练，情节紧凑，刻画细致，果然不同凡响，真正的好书、 
刚看完上册，下册还没开始，估计也不会失望。 
其实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实在是太复杂了，看了以后不免对其扼腕叹息，同时也看到当时***胜利的必然性。 
应该让一些贪官也看看，没有老百姓失去民心是怎样的结果，也许可以风光一时，但是覆灭的种子不知何时就会发芽，当官也要好好当，多想着为社会默默做贡献的大众，对人对己都应该是一种负责人的态度、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看完整本书，心情依旧震撼不已。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英雄用献血换来的，我们应倍加珍惜！
	王先生的书一直喜欢，除了《1901》买了还没来得及看，其他几本都看了《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现在正在看这本《解放战争》，看到144页。王先生的书都很好，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在看每一部书之前都要去书店好好地选择地图，朝鲜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那是为了看之前的书。这本解放战争需要我再买东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地图。 
如果有再版，请编辑和王先生能否费心把每一个战役的地图配上，这样，读者就不仅仅知道了战役的胜利者是谁，还能让每场战争都变得立体起来，于是更能看出胜利者的精妙之处，毕竟，对那些不太熟悉的地名的方位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比如看到132页涟水战役的时候，书上说：“涟水城背靠黄河”，就说得人一头雾水，黄河不是经过河南和山东么？而涟水是江苏啊，看了地图才知道，那是旧黄河故道。 
非常喜欢这本书，每一个地名都是对照地图仔细看的，有一种好东西不能一次吃完，要慢慢享受的感觉。 
谢谢王先生写出这么好的一本书。 
	买的时候没注意，原来这只是上册。但看了上册，就忍不住想看下册了。下次再买。
	非常喜欢老师的讲解，爱不释手，之前听过广播，这次看到原书了
	关于解放战争，有很多的论著。但我感觉这套书更有可读性，值得品读。
	读后很感动，深入了解了一段历史。我们民族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的人民能够有今天的生活，应该感恩先辈的牺牲，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值得阅读！
	1、迄今为止最真实反映历史的作品


2、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认识，国军战斗力在开始时并不比共军差，专看伤亡数字就够了


3、有些战役，仗还未打就已经胜利了，象四战四平


传说，四战四平时，国军的一位将领说：要是我们陈明仁军长在，你们打不赢。


我想，这件事是传说吧，太侮辱国军将领的智商了，当时的情况，国军就1万多人，共军3～4倍对手，还用打吗？


4、过去，我对中原突围时李先念王震部队如何突围不是很清楚，书中介绍了一些，但也不详细，有点遗憾，这方面的书有专著吗？


5、我过去看过一段王近山的材料，说他在刘邓消灭整三师赵锡田部队时立下军令状，率六纵立下大功的，但本书中在这段内容中好像没有提及王近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两段内容有一个是假的吗？请朋友们告诉我


6、孟良崮战役中，很多材料提及在张灵甫战死后,74师一部近7000人在弹药打光后静悄悄地在附近山沟里，躲避，多亏粟裕将军心细，在查俘虏人数时，发现了问题，才把7000人抓了俘虏，但本书没有提及，请问，上述内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编的，请朋友们负责任地告诉我。


7、本书告诉我，我们过去的战神如刘伯承、林彪、彭德怀也不是不打败仗的，把他们还原成了人，因为有时候有些仗谁也打不赢。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感谢作者王老兄。


 
	宏大叙事，充分感受到了当年战争的血雨腥风，叙事结构宏大有序，细节描写非常棒，了解了当年那段历史
	本书保持了作者的一贯文风，对战争的宏观和细节的描写专业、客观、准确且有独到见解，不演义、不虚构，史料完整，分析有逻辑，然人信服。最最主要的，使读者通过本书，可以对解放战争的宏大历史背景可以得到充分、客观的了解。是战争，又不仅仅是战争，战争永远是政治的延伸。军事因素、统帅的洞察力、将领的指挥才能、战士的牺牲精神等等，都是最终取胜的因素，但，民心向背是重于一切的。国民党的最终失败，战场上的因素只是及其小的一部分。 关于解放战争的书籍其实是很多的，但之前看到的，或只局限于某一部队、将领、战役，或只讲胜利的容易、而缺乏对战争胜利的艰辛和牺牲的描述、对人民解放军失败战役的描述一笔带过。而本书，可以让你了解各大野战军、各大战役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


强烈推荐。


向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致以敬意。


感谢王树增老师。


另：王树增老师的战争系列都已读过，如果让我从中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把最好的作品给予《长征》，其次是《朝鲜战争》。那是完全不同的阅读体会，尤其是《长征》。


再次感谢这些优秀作品的著者－王树增老师。使得我们得以客观、全面、用心和激情去了解、体会那段历史，那段用鲜血、奉献精神、崇高理想铸就的永恒的历史。
	厚厚的一大本。内容翔实，描写生动。王树增的书，非常值得一读。
	一年前，朋友在当当网买了一本王树增书《长征》，看过后，大吃一惊：因为我酷爱历史，特别是解放战争方面的内容，我看过不下五本关于长征方面的书，几乎每一本都是在泛泛叙述史实。多少有些枯燥。而王树增老师的《长征》的确精彩，他不但还原了史实，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个重点人物都还原了，描写得栩栩如生。可以看出王老师的文学功力。 
     2009年9月3号，我在当当网突然看到有王老师的书《解放战争》，我非常高兴，住进订购一本，尽管还未收到此书，但是我相信王老师肯定会重新还原毛泽东主席，邓小平政委，林彪元帅，粟裕大将，刘伯承元帅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我读长征是一天一夜看完，因此可以用“过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估计真两天，陕西飞远速递的何师傅会把书送来。其实通过在当当网买书，我交了几个朋友——都是西安专门给当当网送书的。他们老是称赞是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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