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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瞬间》

内容概要

定都北京，重返联合国，审判四人帮，共和国惩治贪污官员的第一声枪响；
包产到户，第一次招商引资，1977年恢复高考的洛阳纸贵；
从皇帝到公民的溥仪，上书毛主席的章士钊，保护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
这些，是被后世演绎的传奇，更是不可遗忘的历史。
它们被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下来，
或发表于当年的报刊，或珍藏于笔记本之中，多年后才得以面世。
如今，它们已浓缩为共和国历史中一个个不容置疑的瞬间，
被文字定格，成为我们回顾往事的坐标。
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
、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时代人
物六个方面，来展示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迁。其中，有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
的具体而微，有辉煌，也有疼痛。60篇文章均突出“故事性”，期以通过这些经验的“碎片”来透视
并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60篇文章着重于“原汁原味”的呈现，它们多写于当年，作者均
为事件的亲历者，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笔墨，感受过去六十年中每个时代独特而鲜活的气息。书中
的60个故事，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旧事重提”，也可能是“闻所未闻”，可能觉得“历历
在目”，也可能感到“不可思议”。无论怎样，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历史经验
，都是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共和国的历史。或许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但我们都可以书写我们所相
信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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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瞬间》

书籍目录

国家故事定都北京临危受命两声震彻长空的枪响怀仁堂授勋侧记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林彪之死重返
联合国特别审判邓小平智胜“铁娘子”东方神话万里赶羊鱼的神话大漠深处的蘑菇云“东方红一号”
卫星发射纪实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蛇口招商记中国“863计划”诞生记十年磨一“键”文化渴求江山如
此多娇到巴金花园去发现“地下王国”“我还是第一任主编呢!”1977年的洛阳纸贵《辞海》的故事“
感谢观众的宽容”相约在书店生活断章一个代表的产生四树斋第二次考试决口新年随笔“花布小鞋”
上北京清泉流向千万家黑龙江1969我管布票“文革”记愧一壶北京水老赶不上趟我找妈妈，你是妈妈
吗网上风景无限漫长的告别梦想之上容国团夺冠英雄登上地球之巅“乒乓外交”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
我在南极的220个日日夜夜云豹救我们脱熊掌铿锵玫瑰超越这一天人物素描从皇帝到公民钱学森归国访
“葡萄常”大庆王铁人在建筑工地上章士钊上书戴大口罩的姑娘天地有正气他移动了群山敦煌的女儿
核弹元勋的“三子”芒果女人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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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瞬间》

章节摘录

　　定都北京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定都何处，成了中共领导人心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
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
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
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
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
，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
天覆地哟！”是盼，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
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
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
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
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
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日本投降以
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
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
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
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
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
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
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
，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
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
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
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
，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
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
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垂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要进行广泛的城
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
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
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
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
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
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
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
格局出发做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
，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
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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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
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
。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
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
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
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
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
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
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找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
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
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
”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
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
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泽东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
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党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和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
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
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
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绝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
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
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
，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
，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泽东讲：“休息
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
’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
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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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名笔定格共和国瞬问，原汁原味呈现六十载春秋。　　这些瞬间　　是无法遗忘的历史，　
　更是被后世演绎的传奇，　　其中有辉煌，有欢乐，也有疼痛和悲伤。　　这些瞬间　　被事件的
亲历者记录下来，　　或发表于当年的报刊，　　或珍藏于笔记本之中，多年后才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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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一个瞬间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2、但是内容记不清了
3、这本书和我期望的有些差别，翻开阅读后才发现，是一本收录了不同作者的书籍。每个瞬间，是
不同时代，不同年份，不同经历的人所记录的不同瞬间，由此来反映整个中国从建国至今的每一个重
要事件和时刻。书籍从政治，文化，生活，经济等来收入文章，由此，当然有我喜欢的文字和我不太
爱的文字，于是乎，有的快进，一目十行，有的则稍稍耐心的看完。或许我还是比较钟爱一本书由一
个作者完成，这样至少我觉得在结构上，思维上起码能够连贯。至少这本书，收录的时候，或许没有
合理的调整，我总是觉得跳跃的实在令人费解，有时候完全不明白这一篇到底干嘛要写？收录在这个
版块里是何因？不管怎样，也算看完了...
4、中国经典新闻集
5、我是搞新闻的，这本书对我又很强的业务指导性，从新闻的角度看，篇篇都很经典，值得学习
6、没什么实质内容,感觉纯粹是应付党国.
7、历史是现实的心脏⋯
溥仪写的那篇印象深刻。
唯一的缺憾是本书没有将文章发表的时间和来源标注出来，否则会更有意思。
8、开始几篇写得挺吸引人的
9、我们所学的，历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历史，似乎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正如我们历史课本
上所罗列的，某年某人当上了皇帝，某时某地发生了什么战争或者什么会议，有什么重要意义。电视
剧对这些故事格外青睐，各种宫廷秘闻，大小战事以各种版本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也看的津津有味
。其实说回来，这些所谓的正史不就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家在舞台上像小丑一样的轮番上场吗？我们何
时将历史的眼光停留在真正的主角——人民群众身上？这本书提醒了我们
10、回顾过去，追忆往昔
11、嗯嗯，知道了很多国家大事背后的历史故事
12、有几篇还是很激动人心的。
13、读了一半多,我觉得真的还可以的
14、现在看觉得搞笑而已。
15、被这样的文章欺骗了，大部分都是歌颂类题材，只有一部分的文章还可以，譬如范用的那篇，其
他的真的不苟认同。
16、有点粉饰太平，有点歌颂XX
17、太谄媚了
18、很假 不过想想是那个时代的文风也就有点释怀
    但是对三联倒是有点失望了
19、正像共和国60年历史一样，本书选取的60篇文章也是有的精彩，有的平淡。其中我最喜欢矫健的
那篇《到巴金花园去》，打算推荐给我儿子看，从中能领悟很多道理。
20、这篇文章总体来说并不是太好，中间只有一些亮点还值得一看，好多喔们想知道的信息却没有收
录，很让人不可思议，尤其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衰退过程，书中竟然没有涉及。我感觉此本书性
价比不是太高。
21、还不错的。
22、荒唐言有，正义之词亦有。献礼书，应该算是三联编书的败笔吧？这书扒了书皮，很中看，青绿
色的内芯。历史的一种，读完算过。
23、值得一看，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的
24、　　一遍一遍地走过，一次一次地忘记。
　　当不想想了的时候，就成熟，该永远离去了。
　　死亡是一次成熟。
　　永远的成熟。永远。
25、又一本河蟹之作。
26、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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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關於保護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她的舉動實在偉大。
在別處聽得她一生未嫁，舉止怪異，十足是个奇怪的人....
但是她真的感動了我
28、　　题材其实都不错的，只是写的有的恶心了，20年前怎么歌颂都行，到今天还出这样的文章来
给群众看，是让我们接受再教育吗！！！可能出版社也知道，所以弄了2个亮丽的包装出来。
29、一直很相信三联，虽然写的有点假，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三联这也算是忠于历史
30、了解到挺多不知道的历史，算是对以前的补课吧

31、买了一年多，刚看完这60个小故事。也就是“还行”吧。中间不少故事充斥的假大空，当然也有
不少写的让人鼻涕眼泪一起流的（主要是文革那些）。三星吧！
32、芒果女人印象最深~
33、太杂了 
34、本是一当时经历过这些事的人所写的摘要，当时的背景写一些娇媚的文字也不奇怪，现在看来对
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这本书太过歌颂呻吟的人是没有看懂作者编写这本书
的意图。
35、内容肤浅，缺乏深度，令人失望
36、原谅我没看完。毕淑敏的《芒果女人》倒是让我学了不少。
37、很失望
38、教科书性质的献礼作品
39、读时确实经常寒颤，以现时的眼光去审阅当年歌功颂德的文字违和感严重啊。不过亲历过程的作
者们和我的思想差距摆在那里，能在N年后读到当时的事件记录已是不易了。对于歌颂伟大主席的事
我特别理解，当年去泸沽湖家家张贴毛主席画像这事真的发生在21世纪。书中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最后
一篇芒果人。多矫情的海龟啊，不过现实是我们的生活中此种人真的太少了，所以到现在上厕所还要
碰运气><
40、喜欢三联的书，很有内涵，而且书都很精美。会看历史，感悟人生，很好。
41、书还不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的点点滴滴，如果想要了解这段历史，这本书是
个不错的推荐。
42、这书应该成为小学生课外读本
43、同感，读后感觉受欺骗，文章感觉很小儿科，教育小学生还行
44、冲着三联出的书去买的，还不错，了解历史的好方法
45、角度选得都还蛮费心的。
46、很明显没看完，实在看不下去了，太狗血，太恶心了。
47、我倒觉得还可以,毕竟要忠于那个年代,读读那个年代的文风本来就很有意思的,以现在的眼光和自
由度来要求过去那个年代,本来就不是太理智,这本书的目的应该就旨在呈现过程而已.现在能读到那个
年代记录已经是一种幸运了,记录的真实性即使现在也不可能完全写实,肯定要自己去辨别的
48、我真是迷了心智，会买这本书，尽是假大空的歌功颂德和仁义道德
49、60年 又红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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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遍一遍地走过，一次一次地忘记。当不想想了的时候，就成熟，该永远离去了。死亡是一次成
熟。永远的成熟。永远。
2、题材其实都不错的，只是写的有的恶心了，20年前怎么歌颂都行，到今天还出这样的文章来给群众
看，是让我们接受再教育吗！！！可能出版社也知道，所以弄了2个亮丽的包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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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60个瞬间》的笔记-1-6故事

        「一个代表的诞生」淳朴的农民朋友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两次会见李宗仁」成王败寇，可怜李宗仁一代枭雄遇到毛祖也只有拍马屁的份儿。
「林彪之死」主流媒体或当时官员回忆录只能当笑话看，逻辑性的错误太多，掺杂太多个人情感，毫
无客观公正性。林彪之死不知何时才能解密。
「文革记＂愧＂」一个求同存异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智进步的社会。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为了包产到户也要签秘密生死状？！
「章士钊上书」不可否认的体现毛泽东人性化的一面，他还是比较关心知识份子的，因为笔杆子不能
出政权，不过样子还是要做作的。

2、《60个瞬间》的笔记-第33页

        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

3、《60个瞬间》的笔记-6-12故事

        「带大口罩的姑娘」热爱音乐与文学、勇敢而聪明的姑娘。
「黑龙江1969」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热血青年、保疆卫土。

4、《60个瞬间》的笔记-第3页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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