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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20世纪2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学校有朝会之规矩，每日清晨必聚在一起，诵读这《大同歌》，
大同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个理想，当时?师长父母言及，懵懂之年，不知其意，但是这大同与这《大
同歌》却是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了。
孙中山先生常常把天下为公作为自己政治抱负的一个志向，最初的三民主义之核心，也即是以进大同
，后来学识渐进，才有所明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把21世纪20年
代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中期可预期目标的愿景。
我隐约感到，这小康与大同之间存有某种内在之联系，但欲讲出个所以然，反倒有失语之感，遂琢磨
起来。
小康之意何谓，这小康与大同如何之神似形异，事隔半个世纪，中国之走向、民族之前?的问题，便随
之展开呈现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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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鼎先生不同时期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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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那个年代，邻里之间的感情远胜过当下。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居住条件也大为改观，可是很多人为邻多年，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说过话。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虽然每个家庭都艰难为生，但远亲不如近邻，有个大事小情，邻里之间相互
帮衬着，谁也不曾嫌弃对方出身低微，谁也不会计较谁付出多少，团结友爱，倒也其乐融融。
儿时居住的那所宅子，周边的邻里可谓各式各样，既有卖早餐的小贩，又有接生婆与屠夫，各色人等
，每天为生计奔波，让李国鼎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也让李国鼎从小就学会不以
身份待人，尊重他人便是善待自己，每一个人温暖的笑脸都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最美的记忆。
从家旁的小路走下去，就可以来到长江边上最为著名的黄鹤楼，从小就听大人们讲黄鹤楼的传奇故事
，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梦幻想象，里面留下的历代名人的墨宝更是让李国鼎记忆犹新。
在李家北面有一个小市场，李国鼎每天上学的时候都会经过，家中一些生活用品，也基本可以在这个
小小的市场中买到。
在整条街的尽头有个小城门，记得小时候，城里一旦遇到骚乱，就会关城门，虽然不甚雄伟，但在年
幼的李国鼎心中，城门依然是一个神秘威严的所在，不知不觉间甚至成为某种规矩的代表。
当然，除了划分区域，保卫安全，对于沿江而建的武昌而言，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防洪
。
武汉三镇，鼎足而立，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
均有防洪作用。
武昌城西北临江一带，城门特别少，就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
在武汉三镇中武昌是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经1700多年沧桑的古城，其往事跃然纸上。
武昌有城，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
有一年，吴主孙权就在江夏山，也就是今天的蛇山东北筑夏口城，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
圆仅二三里。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
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
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又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
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
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
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人城。
后来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
。
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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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华水木 鼎实春秋:李国鼎先生九十寿诞忆录(百年校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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