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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脸谱》

内容概要

《中国脸谱: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内容简介：2011年迎来百年校庆的清华人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人所共知，清华另一句口号同样深入人心——“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几代人为祖国鞠躬爆瘁，献完青春献子孙；“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强大影响力为中国在国
际争得话语权；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陡然发现中国人先富了起来⋯⋯60多年来，中国在变，中
国人在变，《中国脸谱——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聚焦社会变迁中留下鲜明印记的“年度人物”。所
选“年度人物⋯秉持百姓情怀，埋着民间。那些感动中国的“脸谱”群像，构成国人共有的中国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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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脸谱》

书籍目录

1949年  独自坚守没有硝烟的战场——阎又文  翻开新的历史篇章——管玉泉  勇敢拥抱新时代的学人—
—茅以升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0年  烽火硝烟中的浪漫——符石富、何秀梅  公私合营第一人——卢作
孚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特级英雄——杨根思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1年  “悔过”的黑帮老大——黄
金荣  《沙家浜》里的草包司令——胡肇汉  八千湘女出塞——谢树仁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2年  壮美的
青春——王文柳  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的特殊战士——高亚雄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3年  从女工到工程
师——尉凤英  五十年风雨无阻的坚守——党素珍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见证者——许崇德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4年  天上的修路者——张福林  “我也去了趟老莫!”——王兆忠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5年  西
望长安——李万铭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杨华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6年  集体赛跑中走路的人—
—史来贺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7年  敢言敢怒见精神——马寅初  
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梁思成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8年  “看天知云雨”的气象专家——蔡尔诚  
飞身扑向火海——向秀丽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59年  草原雄鹰——布德  用小提琴演奏中国爱情——何
占豪  末代皇帝的新生——溥仪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0年  站上世界之巅——中国登山队  生产自救的时
代偶像——邢燕子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1年  唱响世界的刘三姐——黄婉秋  从石头缝里抠良田——张
贵顺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2年  自由主义者之死——胡适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新中国第
一位影后——祝希娟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3年  平凡战士的不平凡人生——雷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阿依夏木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4年  立志耕耘的新式农民——董加耕  《东方红》的“打杂导演”—
—周巍峙  中国升起了蘑菇云——原子弹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5年  钢铁战士——麦贤得  赤脚医生——
王桂珍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6年  给毛主席戴袖章——宋彬彬  地主恶霸的典型——刘文彩  年度人物  大
事记1967年  天天唱样板戏的感觉——丁立钢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8年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69年  炉前工的文学解构——张宝瑞  最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0年  全球响彻东方红——“东方红”  在祖国的草原上——张勇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1年  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庄则栋  联合国的中国旋风——联合国中国代表团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2年  打
出中国威风——李小龙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3年  南方的信——李庆霖  北方的信——张铁生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4年  亚运第一金——苏之渤  当代毕昇——王选  思想者——顾准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5年  让
世界吃饱饭——袁隆平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6年  飞车报信——李玉林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7年  揭开伤
痕的《班主任》——刘心武  高考1977——郭方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8年  用科学点亮天空——陈景润  
生死契约——严宏昌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79年  可口可乐来了——佟志广  放则兴，收则衰——“一位
读者”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0年  “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  敢问路在何方——“潘晓”  导演新中
国银幕第一吻——向霖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1年  漂亮的亮相——中国女排  勤劳致富——章华妹  年度
人物  大事记1982年  “青年先锋，时代楷模”——张海迪  功夫皇帝——李连杰  “新时代的理想之歌
”——张华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3年  兼职引发的“第一案”——韩庆生  中国变性第一人——张克莎  
第一个“小业主”党员——白士明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4年  “下海”的弄潮儿——王石  这个老人不
一般——经叔平  市场经济的洗礼——步鑫生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5年  为老百姓的闲钱找去处——陈
礼铨  读书生活——沈昌文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6年  从一无所有开始——崔健  第一代证券商——黄贵
显  中国第一下岗厂长——石永阶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7年  承包就是胜利——马胜利  国际倒爷——王
学文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88年  “蛇口风波”所改变的——曾宪斌  闯海南——潘石屹  年度人物  大事
记1989年  大邱庄神话——禹作敏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吃喝专员”——魏明生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0年  老劳模的退休生活——傅昌旺老人  传统道德的回归——刘慧芳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1年
 都市寻梦人——安子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2年  “上海小姐”——张蒙晰  科技富翁——迟斌元  希望就
在前方——股民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3年  狂热的集资——沈太福  第一代职业操盘手——花荣  一个人
的学校——俞敏洪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4年  让策划前行——王志纲  舍小家为国家——三峡移民  雪域
红旗——孔繁森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5年  将中国联人世界——张树新  从纺织女工到空嫂——周慧琦  
开除也不下跪——孙天帅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6年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陈锦洪  中国打假第一人—
—王海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7年  19点钟的太阳——徐虎  我的1997——艾敬  年度人物  大事记1998年  “
还珠格格”横空出世——小燕子  无奈的总编——李敬泽  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  年度人物  大事
记1999年  网络文学第一人——痞子蔡  盛大开幕——陈天桥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0年  走过三重门——
韩寒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1年  为选择北京而自豪——何振梁  最受欢迎新人——周杰伦  年度人物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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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脸谱》

记2002年  言语犀利穿透人心——罗永浩  NBA刮起“姚旋风”——姚明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3年  与非
典面对面——钟南山  考验社会宽容度——木子美  用生命推动法治进程——孙志刚  年度人物  太事
记2004年  从环保官员到NGO的践行者——邓仪  给心灵一片栖息地——陈旭军  留守儿童的阿妈——田
金珍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5年  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白芳礼  想唱就唱——李宇春  年度人物  大事
记2006年  历史不容抹杀——夏淑琴  “学术超男”——易中天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7年  中国最牛散户
——刘芳  厦门PX风波——朱一鹭  “拍虎英雄”——周正龙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8年  大爱千秋——谭
千秋  六十载回乡路长——郑坚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09年  终究是个败类——宋思明  打黑局长——王立
军  希望永远在前方——蚁族  年度人物  大事记2010年  倒在岗位上的民警——张大庆  抗旱英雄——申
玉光  大爱无疆——黄福荣  年度人物  大事记尾声：中国愿望参考文献  图书  报刊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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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脸谱》

章节摘录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南京的战役打响，三野第七兵团35军第104师312团3营营长管玉泉带领部
队冲进了南京城。此时的南京早已没有成建制的守军，只有一些零星的国民党残兵、特务。管玉泉当
即决定兵分四路，分头占领国民政府各中央机关。他亲自率领9连，在一位姓孙的市民带路下跑步去
占领总统府。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就在这即将摘得胜利果实的时刻，管玉泉的战友、3营
参谋王友却不幸被冷枪击中牺牲。　　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在夜幕中飘起缕缕灰烟。大铁门紧闭
，院落里飘落着纸张文件、废弃报纸，偌大一幢楼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灯光。　　抵达总统府后，
管玉泉发现总统府的镂花大铁门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他们正在开门，总统府里出来了两三
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大门，9连的战士立即拥入。一进门，通讯班
班长王保仁看到东墙上有一幅蒋介石身着军装的画像，怒从心起，端起枪连发了数枪。战士刘学山也
来了个点射。大家很快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有十多名没有武装的总统府留守人员成了俘虏。　　
在俘虏的引领下，管玉泉带着几个人登上了总统府顶楼。他看到楼顶的旗杆上还挂着青天白日旗，一
个箭步冲上去扯下青天白日旗，换上部队冲锋时用的红旗。从日后补拍的摄影画面中，我们已经很熟
悉这一幕了。当象征国民政府的旗帜迅速降落，红旗开始迎风飘扬，一个黑暗的旧政府被推翻了，一
个光明的新政府即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管玉泉记得当时是4月23日上午8时左右。　　随后，管
玉泉带着战士挨个房间巡视总统府办公楼。一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隔着走廊相对，“总统办公
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赫然挂在墙上。蒋介石虽然在年初黯然下野，但李宗仁只是一个“代
总统”，仍然不能超越蒋介石的地位，即便空主的总统办公室近在咫尺也没能坐进去。蒋介石的办公
室有两三个房间那么大，管玉泉注意到大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家书》，还依次摆着台钟
、笔插、毛笔、镇纸，等等。桌上的台历醒目地显示着：中华民国卅八年4月23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三
月。3营通讯员徐敏忠在秘书室的一堆凌乱的文件中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
会战”（即淮海战役）大捷的嘉奖令。这些废纸引起了战士们的一阵哄笑。　　59年之后的2008年，
身患癌症的管玉泉在福州和其他三位当年第一批冲人南京总统府的老战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分
别是：管玉泉，85岁，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新泰，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某
部副师长，1981年从宁德军分区副司令员任上离休，此后在福建省第五干休所生活；徐敏忠，79岁，
原312团3营通讯员，新中国成立后从部队转业，在浙江省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离休；陈国旗，79岁，
原312团3营机炮连机枪手，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在浙江省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离休；王树生，85岁，
原312团3营7连指导员，从浙江定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任上离休。四位老人你一言我一语，一起回忆
、补正当年的记忆。　　管玉泉依稀记得在他向团部通报总统府情况后不久，在35军随军的新华社记
者邹健东扛着相机奔跑到总统府。请示部队领导后，管玉泉等人配合邹健东拍下了占领总统府的珍贵
历史照片，其中就有那张著名的战士们在总统府门楼上欢呼的照片。管玉泉说：“在拍总统府门楼时
，大家都已站好了姿势，由于还押着一个俘虏，我就让他蹲伏在前面暂候，没想到还是给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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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脸谱——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的简明年谱。六十甲子事。筛选集体记忆；年
度风云人物，彰显家国命运。　　——张远山（曾任中学语文老师，著名专栏作家，与人合著的《齐
人物论》影响了至少三代读者）　　脸谱是定型的，一张张面孔背后是什么，往往没有人关心，有时
候脸谱变成了另外一种真相的方式。　　脸谱是中国的一种创造性艺术品，《中国脸谱——我们时代
的集体记忆》是一部创造性的叙事方式，它将脸谱的内涵意味与象征意义融于其中。六十年的岁月流
逝，。火浪淘沙后的记忆也只能是脸谱，无论是原子弹还是雷锋，不管是人民英雄还是地主恶霸，更
不用说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还是小说虚构的形象。他们是时代创造的典型。也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我们
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时看得最清印象最深的节点。　　脸谱足绚烂的展示，它展示的内容同样绚
烂。　　——侯皓元（复量大学博士，西北大学士后）　　时光流转。公私合营，代皇帝新生，黄金
荣悔过自新，刘文彩真相，第一次普选，原子弹上天，《梁祝》了出惊世，红歌《东方红》，样板戏
，文革手抄本，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恢复高考，《少林寺》功夫潮，中国女排，三峡移民⋯⋯有一些
事，烙下生命印记。郭路生、海子、崔健、张铁生、王选、袁隆平、刘心武、陈景润、雷锋、张华、
王石、潘石屹、刘慧芳、俞敏洪、王海、小燕子、韩寒、周杰伦、李字林、姚明、易中天、谭千秋⋯
⋯有一人。值得用尽一生记忆。　　年月把一些记忆上升为“公识”，这些被阳光和夜色的光轮照亮
过的“公共知识”收藏在我们的集体棚簿中，又抽象又形象，活成我们的集体记忆。年月比刻刀锋利
。他的作品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雕刻在我们的骨子里。这印记也许不从娘胎里带来，却比胎记更醒
目。铭刻在我们的生命印记，再也无法磨灭。　　——片飞（独立策划人。作家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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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脸谱》的笔记-第1页

        觉得编辑的出版创意很好
内容上人物的选择也不错 但是讲述浅了点
每一节“大事记”、“年度人物”这样的设置为什么没有匹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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