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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贫穷落后走向繁
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
60年峥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
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
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
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大
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任人宰割的境地。
此时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富裕；需要解决两大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民族面对的历史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
民主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才能开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旧式的农民战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求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
新变法，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
存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
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
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因此，中国必须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创造
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最终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打压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
在摇篮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
心环节，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
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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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制度。
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的说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
历史结论。
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
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
”但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
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有这种认识，所以这种探索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
的基础上，开始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探索。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在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
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
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
到了50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
特别是60年代中期，由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判断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造成了延续十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
民生活十分困难。
1976年我们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
命，使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
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国有企业到其他各个行业势不可挡地展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
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又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探
索出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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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系客观记录了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了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生动宣传了新
中国60年来我国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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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国后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
通常人们会把“当代文学”的“渊源”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它的“直接源头
”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与精神传统，这一传统的要旨即是对文学一体
化的理想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作家，才会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社会和文学形态的目
标所激励、驱动，才会在紧张冲突的寻求中，不断调整自己创作的心态和脚步，以期达到文学的理想
境地。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我们会发现，正是他们的推动创造了这样的文学局面：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高
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
这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学事实”——作家的身份，文学在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写作的性质和方式
，出版流通的状况，读者的阅读心理，批评的性质，题材、主题、风格的特征——都实现了统一的“
规范”。
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主流作家的心是明朗的、愉悦的，甚至是骄傲的，毕竟他们亲历了这样一段走
向理想化的进程，并最终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应当说他们真诚、热切、崇敬、赞美的精神情绪回荡在那个时代。
还应看到在50年代之后，又有一批更加符合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作家进入了创作队伍，并成为当之无愧
的中心力量。
杜鹏程、吴强、曲波、浩然、李瑛等年轻的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的作家们普遍认为，他们凭借着先进
的世界观，一定能够在创作中客观真实地表现生活，发现和解释世界的规律。
因而在他们内心情感的深处，是对自身写作的欢欣，是一片单纯的赤诚和获得真理后的自豪。
建国初期，在各类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最先取得较好成绩、表现出创作生机的，是革命战争小说。
在这些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具有浓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
革命战争小说的繁荣与英雄形象的涌现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源于创作群体的一种共同心态。
建国后相当数量的作家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自身的经历使他们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的体验，对
于用血肉之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们怀有真诚的赞美、敬仰之情。
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红日》的吴强，都沐浴过战争硝烟。
杜鹏程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西北野战军的一支部队，转战于陕北，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
的大部分地方。
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他们由文化宣传工作转向文学创作，可谓有着天然的创作优势。
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后，新政权也不断倡导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刻画正面的英雄形象”
。
正如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呼吁的那样：“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
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不能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
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
这些作品不但要写出指挥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
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
”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革命英雄小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涨。
其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
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国柱的《上甘岭》，在当时
是家喻户晓的小说。
被冯雪峰誉为“英雄史诗”的《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是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并讴歌人民战争的
长篇小说。
作品全景式地反映了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延安保卫战，歌颂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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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面。
作品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风格。
首先，作家着力把英雄人物的高尚、壮美的精神世界和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并且通过诗般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浸透着作家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激情，它不
是在空洞乏味地议论和矫揉造作地抒情，而是体现出一种哲理性与诗情的有机结合。
其次，《保卫延安》具有宏大壮阔的史诗构思。
文学理论家冯雪峰在《论》里提出，“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认为它
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
水平。
”所谓史诗性大都体现在作品中所具有的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对战争的全方位描摹。
《保卫延安》正是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以高昂雄魄的气势正面描述了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刻
画了一个充满阳刚之美与浩然正气的英雄群体。
作品中着重表现的英雄人物是“钢铁战士”周大勇，叙述了他从一个孤儿，经由长征、抗战和解放战
争的磨炼最终成长为英勇善战的基层指挥员的历程，通过这样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过程也揭示了我们
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成长历程。
再次，作品在表现领导人物时采用了艺术情感与历史纪实相融合的方法，从而确立了当代战争小说人
物塑造的基本方法。
作品中的彭总，是第一个在文学创作中被塑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
他既是一个真实的将军，又是一个概括了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赤胆忠心的典
型形象。
最后，《保卫延安》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
正如作者所说：“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
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造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
绩。
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
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做人的楷模。
这不仅是创作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吴强的成名作，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具有史诗意味的描写革命战
争历史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后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的
史实为依据，以1947年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役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对一个军队由挫败到胜利
的战斗历程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作品同《保卫延安》一样，重在塑造一群勇于斗争、意志坚定，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英雄人物。
但是《红日》更注重揭示他们的情感世界、精神风貌，他们首先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然后才是
叱咤风云的英雄。
在优秀指挥员沈振新、梁波的身上不仅闪耀着灼人的性格魅力，更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
特别是连长石东根这个人物，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写一般英雄的模式，成为一个存在着人性弱点的
、真实而生动的英雄人物。
此外，《红日》在对敌军人物刻画上也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作品中对敌人作漫画式处理的方式，作者
将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来写，表现出他们作为军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作品中重点描写了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个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既写出他刚愎
自用、狂妄骄横、色厉内荏的一面，也写出他作为王牌师师长精明强干、指挥若定的一面，塑造出一
个性格丰富、具有现实感的反面人物，这也是“十七年”小说中少见的成功的反面形象之一。
总之，《红日》在塑造军人形象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