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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东方大国的振兴与崛起，不仅取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功，更取决于六十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
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与此后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六十年来，中国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昔日“东亚病夫”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东方巨龙”正傲然腾飞，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界舞
台上！
1949年至1976年，1978年至2009年，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几乎将新中国六十年的成长与发
展分成相等的两段历史。
前些时间，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与荣耀，而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历史，则退隐
到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实际上，新中国六十年是一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确立、巩固、自我完善和
发展的完整历史。
当然，这个历史还将长期延续。
在新中国六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很有必要连续、全面、系统地去审视和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程
。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革的方向与目标是明确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这条道路具体如何走，则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
这中间，必然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喜悦，也有痛苦。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路线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本身也是一种
伟大的探索。
新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革的六十年，是不断探索的六十年。
可以说，在这六十年中，我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由于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才最终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
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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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加减法，我们的目的是把那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
处和社会生活深处的历史情节打捞出来；或者是把这些情节连接成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的片段，
向您轻松展现历史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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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第一章 历史的遗憾1.1 抗战胜利后的建国要求1949年1月6日～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一月会议，讨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此时，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已经没有悬念。
我们的回顾试想就此开始。
但是，为了更清楚的展现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先把历史的长镜头回放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
国家政权问题一向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斗争的中心问题。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社会各界都在考虑战后国家的未来与重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文章《论联合政府》，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
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
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1945年8月13日，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
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讲演。
在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后，毛泽东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
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
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在此之前的1945年7月，黄炎培从延安返会四川组织政团。
在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的共同筹备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
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大会通过了政纲、宣言、章程和组织原则，选举了理事和监事。
会后组成了办事机构，并创刊《平民》周刊。
这是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政治党派，其基本主张是，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
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
他们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
口号。
10月1日至12日，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史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民盟的纲
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修订了入盟手续，增选了33名中委，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和组织、宣传
、财务、文教、国内关系、国外关系、青年、妇女、民教、工商、侨务等十一个委员会并确定了人选
。
大会继续选张澜为主席。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指出“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宪政
实施愈早愈好”、“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
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
”同日，许德珩、涂长望、孟宪章等人举行会议，将1944年冬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正式定名为九三
学社。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会，选举许德珩等十六人为理事，卢于道等八人为监事，许
德珩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并决定在京沪区设立总社，在重庆、武汉、成都、昆明、广州、香港、北平、天津及伦敦设立分社。
1946年秋，活动中心由上海转到北平。
该社成立时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提出：国共两党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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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
1945年9月14日，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
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11月12日，发表《第三党对时局宣言》提出四条建议：国共两党停止军事行动，迅速召开政协，成立
东北地方联合政府，“国大”召开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1943年在重庆组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布正
式成立和进行公开活动。
1945年12月20日，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了政纲，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为基
础的联合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民主国家制度，即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
选举沈钧儒、陶行知，史良、曹孟君、李公朴、何惧、萨空了为中央常委，沈钧儒为主席。
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周建人等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
1946年1月初，发表对时局宣言，他们的主张是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权，还政于民，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及人身自由，重新制定宪法等。
1946年1月1日，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呼吁国内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图建设。
1946年4月15日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主、以十九路军旧部为基础，酝酿于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的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在广州宣布正式成立。
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为建立其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反对法西斯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同共产党结为同盟。
民主党派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2 中共的建国方针与建国程序设计经过八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
人民最终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面对满目战争创伤，全国人民普遍期待能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的一部
分人亦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英、美、苏三国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鉴于国民党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大都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解放区前线尚有不少困难，
还需要有一段准备的时间。
因此，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
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和平攻势”，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
，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
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
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或者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使全面内
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会上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
判。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指出：“在
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在新时期中，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
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
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提出六项要求和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宣言还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
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
乘专机赴重庆。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解决抗战中的诸多政治问题，谈判从未间断过。
其中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1月～7月，为争取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时局的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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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等进行谈判；第二次是1942年10月～1943年7月，为
改善“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彪等与蒋介石、张治中等进行谈判；第三次
是1944年5月～11月，为缓和国共关系，争取中共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董必武与国民党代表
张治中、王世杰等进行谈判。
这三次谈判，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民族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进行多次商谈。
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
子之间进行。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
通过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蒋介石本来就没有和谈的诚意，重庆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没有作任何谈判的准备，谈判的程序、议
案均由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后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
双方代表就一般问题交换意见后，9月3日，中共代表列出关于两党商谈的11项主要问题提要交国民党
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
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11项提要做出书面答复
。
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准备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一定要在“政
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
因此，蒋在表面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和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
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地位，坚决不予承认。
这些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谈判过程中，国民党调集重兵进攻上党解放区，甚至把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远调他处至9月21日，谈
判被迫中断一星期。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
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
国民党迫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民众舆论的压力，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明确的写入了《双十协定
》，并以此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的实质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
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
为使谈判能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但国民党方面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以及
接受日军投降等问题上执意不作任何松动，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以致双方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
协议。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
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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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先有下卷后有上卷，下卷采用的是《30年：1978-2008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以下简称
《30年》）的主要内容，但比原著多了三四万字的内容。
《30年》一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激起了我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建设道路回顾和反思的热
情。
因此，全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有太多的大事件值得回顾，笔者的工作主要是把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的变革
作为主线。
即使如此，在六十年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敏感点，这些敏感的地方我们无法回避和割舍，因为历史无法
割裂！
近几年，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回忆的文章越来越多，笔者尽可能在这些历史的记忆中，按照某种
可以连贯的逻辑来取舍这些记忆和资料，我们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地理顺和真实再现历史的过程，从
而使我们的工作更符合史实和逻辑性。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书中差错在所难免，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人世界》杂志社李皓社长的热情帮助，世界知识出版社张永椿先生倾注了大量
心血，著名社会活动家韩方明博士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表示深深的感谢！
为了本书的出版世纪新源董事长马荣彬先生、天源集团董事长程相吾以及我的朋友汤坤、许超峰等给
予了大力的支持，向他们深表感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回忆资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做一一标注，在这里一并表示深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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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十年中国大变革(1949-2009)(上下卷)》：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
标志性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国家走向统一，民族得解放，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六十
年中国大变革(1949-2009)(上下卷)》连续、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六十年不平凡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是大变革和不断探索的六十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
地上确立、巩固和发展的六十年。
可以说，这六十年，我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正由于此，中国才最终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教条的
社会主义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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