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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内容概要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是写给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看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论
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也是为更多想了解中国过去、
关注中国现在和思考中国未来的人写的，鉴往可以昭来。《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是可以呼风唤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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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作者简介

袁唏，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当过农民、工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新华社工作，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著有《批判纪事》、《渐渐清晰的世界》、《一蓑烟雨任平生》、《陶行知：捧着心来不带草去
》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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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第一部分  探索（1952年—1957年）  一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二  
修筑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三  从“不要蛮干”到反冒进  四  从那时开始的春运第二部分  遵命（1957年
—1966年）  一  “乘风破浪”的年代  二  大炼钢铁放“卫星”  三  批判彭德怀继续“大跃进”  四  攀登
珠穆朗玛峰  五  “鞍钢宪法”和“工业七十条”  六  学工、学农、学军第三部分  灾难（1966年—）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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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章节摘录

　　1973年登载的是一条新华社简讯：“上海铁路局蚌埠铁路分局广大职工积极采取措施，提早把大
批春耕生产急需的物资运往各地农村，努力做到不误农时。据不完全统计，一月份，这个分局在完成
繁重的煤炭运输和春节客运工作的同时，共运出了种子、化肥、农药等支农物资八万六千多吨。”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社会立刻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民日报》又开始增加与春节旅
客运输有关的报道了。　　1977年2月11日刊登的是一条新华社的长篇消息，其中一段说，“兰州铁路
局许多干部和铁道兵某部干部战士，春节期间一起深入到列车员公寓，乘务员食堂，车站货场，施工
工地，和工人们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关心群众生活，听取群众意见⋯⋯担任兰州车站执勤任务
的某部五连、七连指战员，积极为搞好春节客运工作贡献力量。他们利用执勤空隙时间，以雷锋精神
争做好事，有的努力搞好环境卫生，扶老携幼迎送旅客；有的刨冰扫雪，清理道岔；有的烧茶炉，把
开水送上旅客列车；有的到食堂帮厨，为乘务员搞好伙食；有的走访工人家庭，慰问职工家属。子弟
兵和职工们满怀豪情地说：全国要大治，铁路必须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先行。对‘四人帮
’我们一批再批，生产运输上了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　　1978年
是条本报讯，“在欢庆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的日子里，广大铁路职工在超额完成一、二月份
运输任务的基础上，抓革命、促生产，连续创造新成绩。三月一日至五日，每天装车和卸车都比二月
份增加两千多辆，客货列车正点率、运输效率也比二月份提高了。今年一、二月份，铁路职工们战胜
风雪、严寒和春节客运量大量增加等困难，装车、卸车都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他们决心
乘胜前进，努力完成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三月份创造出更优异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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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编辑推荐

　　内容涉及许多《人民日报》的往事，也涉及多方面的报道，因此写这《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少不
了报社同事们的帮助，从年长的前辈、多年的同事到年轻的同行，很多人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衷心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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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精彩短评

1、不做研究，这本书不读也罢，索然无味，大部分都是摘录，没有分析和更多的信息分享。14天的时
间...浪费了。
2、视角很好，是了解中国发展建设的好题材
3、有一些价值,但主要是史料方面的
4、了解了解！
5、内容翔实评论独到
6、平实的好书，让人更了解那段历史
7、胜在详实客观 口述史比教科书的叙述更有代入感 反复让我想起“知识分子的良心”那几篇文章  
8、前段时间在当当网上买了一本《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这本
书是由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口述袁晞同志整理的。第一次读到了许多新中国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片段，让我们这些70后出生的人通过社论直接的去认识历史，犹如一同回到历史中
，再从历史感受今天和思考未来。范荣康从50年代初调入人民日报任工业组记者和编辑，到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到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的副总编
辑直至离休，近四十年间，“亲笔撰写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人民日报作为中
国***的机关报，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其社论的“威力”尤其
巨大。因此，读这样一段“社论串起来的历史”，虽是片段，却不难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的一个整体轮廓。按照袁晞以及他的同事、提出这个写作创意的作家李辉与范荣康事先的商定
，范荣康设想了“探索（1952-1957）”、“遵命（1957-1966）”、“灾难（1966-1977）”、“改革
（1978-1989）”四个部分的讲述内容，但从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一次的讲述只来得
及完成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刚刚开了个头，便因范荣康的去世戛然而止。范荣康在1956年秋冬之
际写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等几篇社论，都是针对当时建设发展中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落
笔，前者对宝成铁路建设中不顾下雨塌方，为保证“七一”接轨而忽视安全进行施工，造成工伤事故
提出了批评，后者在关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同时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人民日报为当时的反
冒进所做的一种努力。但这些实事求是、注重科学、追求均衡发展的想法和努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和政治气候下，却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以小说《保卫延安》成名的作家杜鹏程在读到《不要
蛮干》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这篇社论否认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联系到当时中央
提出的中国十五年、二十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来看，提出“不要蛮干”、“反冒进”都是与当时那种宣
扬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时代主旋律”不相谐和的。袁晞在他撰写的“回望历史”中，用许多当事
人回忆的史实材料，对当时的反冒进以及对反冒进的批评，进行了一个生动的勾勒，让读者真切感受
到当时“把经济方针问题混淆为政治战线问题”的政治气氛，感受到党内生活从那以后发生了不再有
以平等态度讨论问题这种可能的极大变化。我细细地读那些章节中的回忆口述、社论原文和回望历史
的文字，阅读的心情已从读开篇的长江大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建设时带来的振奋，变成难以承受
的沉重了。范荣康讲述和袁晞回望的这些章节，在我们今天看来，许多内容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
，仅仅是出于常识，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但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荒唐的浮夸吹牛都被当成
事实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里。几十年后，袁晞有机会同康濯在一起谈起这些往事时，康濯对
当时的境况和政策也是哀声叹气和深恶痛绝。他说他写的稿子见报时数字都变高了，是人民日报给当
地县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后往高里加的，他直接去问县委书记，说要实事求是，县委书记说，不行，要
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袁晞说：“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
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得荒唐的东
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
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我们今天或许可以从袁晞在书中引用的《中国***中央委员
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这些追问找到一些答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
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
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
失。”遗憾的是，因为范荣康的去世，他曾经设想的后面两个部分“灾难”和“改革”，前者刚开了
个头、在书中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的引子，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如袁晞在作为序言的《我认识的
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那篇文章中所说：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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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合上书，仿佛
觉得自己刚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虽然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但已经感觉到当年的人们所处的环境
给他们带来的喜与悲，快乐与痛苦，为他们感到一种淡淡的哀伤，这也许就是一个国家从弱到强必须
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去珍惜，只有失误了才知道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也许就是成与败
的辨证吧。
9、其实我不怎么认同本书的编排方式。
10、浩浩荡荡的历史，人在其中跌跌撞撞。范先生刚口述到文革的历史就离世，实在是此书的遗憾。
11、本是社论吸引了我，也想看看有多“呼风唤雨”，却只发现只言片语，找不出多少的新意来。
12、人民日报的社论那是非同小可，但愿苦难的中国人不要在过回那无知可笑，反人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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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章节试读

1、《社论串起来的历史》的笔记-第245页

        毛泽东还专门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用语极为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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