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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家国天下总关情袁腾飞作为《看历史》杂志的忠实读者，我一直关注着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
《看历史》是中国第一本历史新闻类杂志，其坚持和倡导的历史非虚构写作令其获得众多学者和读者
的认可。
近年来，民间写史开始悄然升温，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图书及影像作品。
为推动公民写史的持续健康发展，《看历史》杂志创设了“公民写史基金”，以“公民写史计划”的
方式，资助全国各地自发的历史写作。
其中包括推动全国中学生历史探究活动及写作的“中学生写史计划”。
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既是中学历史教学界的一场盛会，又是“中学生写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次比赛，旨在为全国中学生及中学历史教师搭建历史探究活动交流与展示的平台，推动中学生发现
、记录、认知“身边的历史”。
本届比赛参赛学生超过万人，集体参赛学校超过500所，数十位历史教研员、上千名中学历史教师参与
活动组织及指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现在的中学教学中，历史学科的处境十分尴尬，一直处在被边缘的“副科”地位，不受重视。
中学生普遍认为历史课枯燥无趣，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造成的整个社会重理工轻人文的风
气影响，也有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师自身的问题。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过于强调政治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教的意味太浓，讲述的内容离中学生的
生活过于遥远。
用这样的内容教育学生，实际上没有达到教育者希望达到的效果。
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这么一件事：2011年夏天，重庆巴蜀中学的高中女生苇子，决定去红
卫兵墓看个究竟。
历史课本上“冷冰冰”、“根本没有细节”的“文革”记述，让她决定要靠自己的眼睛去一探究竟。
之后，苇子用十来天时间对七个同学进行了访问，看看同学是否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有了解。
苇子问：“如果你身处当时的场景，你要躲在家里吗？
”一个同学回答说：“我可以在家里上网。
”同学对“文革”的无知与淡漠让她震惊。
但即便是她自己，也仍然不能理解历史。
“文革”这段历史在课本上有十来页，她的老师却讲了10分钟就带了过去，还告诉她考试不会考。
苇子很奇怪：“既然不讲、不考，干吗还要在历史书上印那么多页？
”历史老师对“文革”的避言反而使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为什么不讲？
”她说，“不能因为不考就把它忽略掉。
书上已经写到的东西，我们有权利知道。
”除此以外，历史课本本身也不能让她感到满意：“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人名和事件。
”在网友的建议下，她去看了红卫兵墓。
个人史写作者杨霞丹认为：“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史。
小老百姓的渺小，简直连一颗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尘埃。
没有人觉得老百姓的亲身经历就是历史。
”媒体人何三畏说：“如果我们承认个体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样的回忆一定会令人叹为观止⋯⋯”学
者雷颐更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上一辈的历史不大关心，对于‘文革’的历史很多年轻人也都
不清楚，问题还是出在历史教育上。
我在《拒绝遗忘》一文中就提到，集体记忆尤其容易受到主流话语掌控：它可以控制让你记住什么、
有意地屏蔽让你忘记什么，或者强化你记忆中的某部分，淡化甚至干脆让你遗忘某部分⋯⋯民间写史
的意义正在于此，你可以从你自己的维度，抵抗由权力主宰的历史遗忘。
”作为“公民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的主办方希望唤醒一代青年主动关注历史，寻求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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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角色与使命，进而主动承担起家庭、学校、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责任
。
通过分享先辈的历史经验达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化进程。
本届大赛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的中学生写史比赛。
参赛学生的文笔可能稍显稚嫩，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途径的掌握也还稍嫌不足。
但他们在访问长辈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与父辈、祖辈甚至曾祖辈的心灵沟通。
孩子们在先辈们悲欢离合的故事里，不仅获得了对家族、社区、城市甚至国家民族历史的认识，还增
进了与长辈的感情，意识到自身对家人、对社区、对国家和民族所肩负的责任。
长辈们则在孩子们的追问中，被孩子们的真诚与温情打动，主动参与历史记忆的重建过程，并从孩子
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学生在文章中对他们所写的这段历史有深深的思考和感悟。
山东师大附中的雷宗兴同学在他的《被找回的家族记忆》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由此可见，“文革”
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了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
可磨灭的伤痛。
这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在日后的运转中，远离狂热，走向正轨，这
样才能对国人有警示作用，让我们用理性的分析去辩证地看待国家政策，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长盛不衰
。
作为一个多年学历史、讲历史的历史教师，我向这些可爱的中学生们致敬！
这场大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学历史教育的范围，成为一场家庭共同参与、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教育
活动。
2012年，第二届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将跨出国门，届时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学生和东南亚、北
美等地的华裔中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本项赛事。
届时，这项赛事将成为影响整个华人社会的重大公益赛事。
让我们翘首以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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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是《看历史》杂志携手全国500所中学，历
时3年倾力打造的口述历史图书。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以发现、记录和传播“我们身边的历史”为宗旨，吸引了超过10000人热情参与
，1000多位教师、教研员参与组织，100多名学者、媒体人倾力支持，将一个简单的想法变成了一场拒
绝遗忘的公民写史运动。
我们从近万篇稿件中精挑细选出31篇佳作结集出版，希望将一份份跨越百年的真实家国记忆凝聚成一
本见证光荣与屈辱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
翻开《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你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农民、历经坎坷的中共地下党家属、飘零台湾的孤独老兵、一心梦想上大学的
“黑五类”才女、漂泊南洋的“自梳女”、历经政治风暴摧残的工商业者、突遭教派冲突的回民家族
、被打倒的穷困落魄的地主家庭、为生活所迫的底层打工者、改革初期生活在夹缝中的个体户、经历
自豪与失落的国企下岗职工⋯⋯如果我们能以爱的名义，忠实地记录我们的亲人，那不就是上个世纪
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命运史吗？

　　现在，历史只存在于课本里；半个多世纪以前，它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真实的历史往往存在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
历史的秘密，也许就深埋在自己家里，需要我们用心去探索。
发掘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追寻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记忆，收集与复原那些历史的碎片，更
是在“寻根”——寻找和父辈、祖辈的亲密感，重新面对我们的过往，返回我们来的地方，找到我们
未来的方向。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是对祖辈的致敬，也是送给我们自己最好的礼物。
真正逐渐枯竭的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内心。
追寻我们的祖辈历经百年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轨迹，你将获得一种生命中最真实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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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看历史》是面向城市中产阶层重点打造的中国第一本新锐历史杂志。
以“在历史中发现新闻，在新闻中发现历史”为理念，不仅仅是提供历史记录文本，更为思想独立、
品位高尚、知识鲜活的新锐人群提供高品质的阅读体验。

　　为推动公民写史运动的持续健康发展，《看历史》杂志创设了“公民写史基金”，以“公民写史
计划”的方式，资助全国各地自发的历史写作。
其中包括推动中学生发现、记录、认知“身边的历史”的“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
第一届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参赛学生超万人，五百多所中学积极参与，众多著名学者热情支持，取得
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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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完成的梦想（王砚书）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祖母，以纪念她的家族和梦想。
卿云烂兮，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四时从经，万姓允诚。
於予论乐，配天之灵。
迁于贤圣，莫不咸听。
乎鼓之，轩乎舞之。
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卿云歌》尽管北方人习惯称祖母为“奶奶”，但我的祖母一直固执地让我称她为“阿婆”，似
乎这样就能让她回到她那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故乡。
在北国的潍坊一直坚持说一口地道的川音，也是她对故乡的一种怀念。
每每注视着她那如江南明山净水般的双眼，我都能看到她几经人生沉浮而积淀的睿智，也有些未完成
心愿的遗憾。
她总是说，经历了这一生，辗转三个相隔千里的地方，大起大落过后，也就将自己的遗憾看淡了。
但不管怎样，她的梦想还是深深埋在心底，是她不愿触碰的一道阴影。
我还记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祖母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幸福的童年在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镇，除去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军阀、地主刘文彩家族以外，最有名
的家族就是我祖母的曹姓家族了。
“我的祖父虽然是地主，却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
”祖母回忆道，“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待人和蔼有礼，收租子也是公平公正的
，从来不欺压佃户。
”也正是因为这样，祖母的祖父在镇上很受人爱戴，在后来的艰难日子里，祖母一家也受到了不少好
人的照顾。
“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很富裕的。
当时我们家一星期至少能吃三顿肉，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我家每次买肉，都是要买很大一块的，还要讲究‘四肥六瘦’。
”祖母每次说到这里，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到镇上找祖父玩，看他和一些
有文化的老先生打麻将、喝茶、评论时事、聊天。
他每次看到我，总是笑眯眯地问我的学习情况，然后给我一些零钱，让我去买烤红薯、糍粑之类的零
食和母亲、妹妹们一起吃。
那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了，父亲在外经商，我才六七岁，而新中国也马上就要成立。
那算是我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每当回想起旧时时光，祖母都仿佛沉浸在儿时的美好中，细细回味。
“因为家庭条件优越，父亲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他年轻时除了读书，就是和他的同窗玩伴们一起玩闹，年少轻狂，总有些挥霍无度。
后来在祖父的要求下，他才转而经商，在成都平原内做一些本分的买卖贸易，算是一个‘儒商’吧。
我母亲姓陈，虽然识字不多，但陈家也是家底殷实，良好的家教让母亲也知书达理。
”祖母听家里的老人说，父亲母亲结婚后一直相敬如宾，夫妻一起管理家事十分和睦。
祖母的父亲也对祖母疼爱有加，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教她读书写字，直到现在，祖母都能写一手清秀的
小楷。
她不到六岁便入学，因为一二年级的知识早已学过，便直接从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学习。
祖母现在也常说：“我父亲很聪明，他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不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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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到初中一共九年，祖母只读了七年半便升入高中了。
“我们镇上曾经出了不少读书人，所以当时我的志向就是考上大学。
没想到，这成了我一辈子没法完成的梦想。
” 变故逼近新中国成立前夕，祖母的舅舅回到了安仁。
“他是在行军过程中偷跑出来的。
”祖母笑着说，“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官，却早就有投奔共产党的意向。
后来在围堵长征中的红军时，他索性就和几个人投奔了红军，和他们一起继续长征，这些年来一直没
有音信。
”对于他的到来，祖母一家人感到很奇怪，还以为他是单纯的回家探亲。
可他们没想到，他是来“通风报信”的。
“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经开始向台湾溃逃了，所以得知新中国要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并不惊讶。
”祖母说，“但是舅舅带来的消息是共产党接下来要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据说要打倒地主，将田地全
部分给没有地的农民，还要抄家。
这消息让我们一时不能接受。
我一直以为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祖母一家平日待人谦和有礼，乐善好施，邻里街坊也是淳朴可亲的。
假如要抄家，其他人断不会从他们家拿走一针一线。
但是为了避免被“打倒”，祖母的家人开始将一部分田地低价卖给可靠的佃户，遣散长工，将家里一
些贵重物品藏起来，搬回祖宅，仅靠收租子等收入生活。
由于土地改革正式开始时，祖母家的田地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们一家并未被打成地主，而是以“富
农”的身份继续生活着。
但按规定，家里的一些物品还是要送给贫下中农。
“我还记得当时‘抄家’时，父亲将家里大门打开，四周的乡邻却没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搬东西。
直到现在，四川祖宅还留着清朝道光之前的木制家具呢。
”祖母告诉我。
不管怎样，“越穷越光荣”的思想还是让许多人对祖母一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小的时候我母亲还给我缝制旗袍，而每次别的孩子都穿打满补丁的灰褂子。
也许是因为嫉妒，他们见到我穿旗袍时，都嘲笑我是‘地主家的孩子’。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地主’这个称呼是不光彩的，每次母亲让我穿上她缝制的衣服时，心里也有些不
情愿。
但父亲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欺压别人的‘恶霸’，而是和别人一样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厄运突降1954年，祖母12 岁。
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击垮了这个温馨和乐的家庭。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的情况。
”每当想起那时的情况，祖母的语调总是有些哀伤，“晚上父亲从外地回来后，同几个本家喝了一些
白酒，兴致很高。
没过一会儿，他便捂着肚子说肚子疼，让我母亲去找医生。
母亲当时还怀着小妹，行动不便，还是匆匆地走了。
没想到等她回来时，父亲的身体都凉了。
而他的手里，还攥着给我们姐妹五人带回家的棒棒糖，那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后来他们说，父亲得的应该是胃穿孔。
”当时怀有身孕的曾祖母同祖母一起将曾祖父安葬了。
没过多久，祖母最小的妹妹也出生了。
“父亲死后，母亲十分悲伤，所以小妹生下来后总是体弱多病，而母亲的身体也开始渐渐衰弱了。
”祖母说，“但母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子，白天，她将自己编的草帽、草鞋拿到集市上卖；晚上，
她教我和大妹纺棉花、织布。
安仁的商人都很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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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拿着收据挨家挨户收货物的欠款时，没有一个人赖账。
有些商家的阿婆看到我们孤儿寡母十分可怜，还给我们带一些自己做的糍粑和团子。
”因为感动，祖母的语调有些哽咽。
在这突如其来的艰苦条件下，祖母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文彩中学。
“文彩中学是安仁最难考的学校。
”说起这，祖母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不是我自夸，我在文彩中学是最小的学生，成绩却是一
等一的。
一般的语文数学考试我从来不复习，当时的考试是所有学生在大礼堂里一起进行，许多人都愿意和我
坐一起呢！
当时，我一心想考到上海的复旦大学。
我喜欢‘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精神。
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必备的。
” 即使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再大，也会被生活的重量压得岌岌可危。
祖母一天一斤的粮票是学校提供的，她一两也不吃，省下所有的米饭给曾祖母和姨祖母。
祖母拿出当年的学生证，那瘦瘦小小的样子足以证明她的缺衣少食。
“因为我小，同学们都很照顾我，也待我很好。
每天中午母亲都让我把自家做的榨菜、豆腐乳带到学校，我把榨菜和豆腐乳分给同学，他们就一人给
我几勺米饭，我再就着榨菜吃完。
我们家的祖宅很大，前后都有花园。
母亲父亲都是爱花之人，原本花园里种的全都是玫瑰、蔷薇和金银花，但自从父亲过世后，家境便每
况愈下，母亲只好把玫瑰和蔷薇移除，改为种菜。
当时的粮食危机十分严重，即使在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仍然有不少人饿死。
但是我们家母女六人，我也没有让一个人饿死。
” 动荡之世50年代末，“浮夸风”、“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影响到祖母所在的地区，那
时家家都要出劳动力，上交粮食，而祖母家却得以幸免。
“当时的村支书是我本家的一个长辈，他悄悄吩咐下来，不要让我们孤儿寡母受委屈，帮工之类的事
情也自然轮不到我们家。
曹姓、陈姓的亲戚还有乡邻都或多或少地接济我们。
当时的阶级斗争已经很明显了，但他们丝毫不嫌弃我们的出身。
也许是受祖父的开明行为影响吧。
”祖母每每谈起这件事，语调中都充满感激之情。
“受人接济的日子没过多久，又有一件事发生了。
”祖母回忆道，“当时在村里政府工作的一位本家和他的妻子气势汹汹地到我们家，质问我们：‘你
们明明是地主，为什么没有被抄家？
’就凭着这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把我们赶出了祖宅。
没办法，当时出身就是一切。
母亲想把自己的几大箱嫁妆拿走，可他们把嫁妆扣下了，只给我母亲留了这副金耳环。
”祖母指指她耳朵上的耳环，“我们孤儿寡母居无定所，连基本的食物来源都没法保障。
没办法，母亲只能向她的哥哥求助。
” 曾祖母的哥哥替她们买了一处不到20 平方米的破旧小屋，她们母女六人在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受到过我家帮助的人都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但敢怒不敢言。
没过多久，一位远在北京的曹姓本家知道了我们一家的情况，马上号召安仁的本家筹款到北京告状。
为我们要回了房子，也没有问我们要一分钱。
”祖母感动地说，“他们知道在安仁告状会被压下，便从北京直接上诉。
北京的本家花钱托关系，动用了一切力量，就是为了帮我们母女讨回公道。
” “上诉历时三年，最终，中央派一位领导从北京赶到安仁。
我母亲当时卧床不起，但当时那位叔叔走到我母亲床前，握住我母亲的手，大声对她说：‘大娘，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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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我们给您要回来了，您放心，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当时，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还记得儿时父亲让我好好读书的教诲。
我一直认为，按我的成绩，我会到复旦大学研读我喜欢的数学，完成我的梦想。
可是现在，当年没有我的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考上名校，功成名就。
我再回到安仁，都怕自己没脸见到他们。
” 背井离乡由于家庭的贫困，学习优异的祖母不得不坐上远赴宁夏的列车，在贺兰山脚下的工厂为挣
钱养家开始了新生活。
“别看我年纪最小，但是我的文化水平是他们之中最高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很照顾我，我在工厂只工作了一个星期，就转到厂区的小学，当了一名民办小
学教师。
当时的工资就已经达到每月40 元。
”在当时安逸的条件下，祖母借来了所有可以看的书，自学了高等数学、裁缝和编织。
“即使工作了，我还是做着上大学的美梦，希望有一天挣够了钱，我再找一个高中学习，重新考上我
心仪的大学，继续深造。
但当时我深知家里的情况已经不如从前，完成我的这个梦想已经难如登天了。
但也就是在那时，我和你的祖父自由恋爱，并且在厂里结婚，婚后，我和你祖父回到了他的故乡——
潍坊。
没想到，在潍坊，我又受到了打击。
” 初回潍坊时，祖父的亲戚都看不起祖母。
“当时我烫着卷发，穿着当时流行的连衣裙和小皮鞋，却遭到了那些亲戚的嘲笑。
他们说我是四川地主家的大小姐，在家里都是锦衣玉食。
四川是天府之国啊，再不济也有小麦可以吃，一般吃米饭和青菜，芋头都是喂猪的。
可是山东是穷乡僻壤，每顿饭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咸菜、红薯干，芋头都是老人和小孩才能吃到
的‘好东西’。
当时你祖父在云南跑长途运输，我自己在潍坊受尽嘲笑。
”即使到现在，祖母还在潍坊固守着南方的传统，仍然不理睬北方的“地瓜面”和“窝窝头”。
“当时在潍坊，我大病了一场，食不知味。
”永远的遗憾与初来乍到的不适应一同到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脚步。
“我和你祖父的出身都不好。
你祖父的爷爷也是地主，有五个儿子。
你祖父的父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最后因为抽鸦片而死。
你祖父的母亲不甘受辱，也吃了鸦片自杀了。
你曾祖父的大哥牛高马大，当了潍县县长的保安队长，当时十分风光。
1948年潍县解放后，他便和国民党败军逃到了金三角地区，也不知是死是活。
”就因为出身问题，祖父和祖母都被人嘲笑，恶语相向者更不在少数。
这时，祖母已经知道自己实现梦想没有希望了。
好在祖母和祖父当时已是工人，所以工作上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贫穷拮据的日子逐渐变得平淡无奇。
“我上班、种麦子、裁衣服、织毛衣，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我的梦想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80年代末你父亲考上西南石油大学，我和他一起去报到时，看到大学的校门，我竟激动得流出泪来。
那时我已经不再心心念念着复旦大学，不管是哪所学校，只要让我进去转一转，看看他们的图书馆，
听听课也好啊。
现在倒好，自己没上大学不说，还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
几年前是回家了，母亲却去世了。
”祖母起身，默默地看向南方。
我依稀看到，她苍老的眼中，有泪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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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我的复旦，已经被历史的长河吞噬了。
” 后记2002年我五岁时，曾经和父亲一起回到四川祖宅拜访曾祖母和姨祖母。
我还记得祖宅很大，曾祖母拄着拐杖，从大门出来接我们。
祖宅的前院有一口古井，井水十分清凉，当时我的表叔们从晾房中搬出一缸辣椒酱和豆瓣酱，用井水
冲洗后把封口打开，香浓的味道可谓是绕梁三日不绝。
一个月里，我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许许多多小秘密，也是我童年的一段趣味盎然的记忆。
遗憾的是，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曾祖母。
2008年，曾祖母以接近90 岁的高龄过世。
虽然是喜丧，但祖母回四川奔丧后，一夜白头。
2010年，我父亲到四川泸州出差，临走前特地回安仁参观了我祖母的母校——文彩中学。
此时，距离我祖母从这里毕业，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正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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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
那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南方周末》可以提供大量细节和素材，跳出国家视角，告知阅读者每一个政策、运动除了宣言
、口号之外，究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瞭望东方周刊》时间把历史揉碎了，满地散落，有太多飘向了不知名的暗角。
历史需要每个人的记录，现实也终将成为历史。
为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现在我们应该向每个历史记录者致敬。
——《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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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是感动1亿人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
跨越百年最真实的家国记忆！
90后虔诚的心灵寻根之旅！
新锐历史杂志《看历史》历时3年倾力打造！
翻开《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本书，你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是一本见证光荣与屈辱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
从动荡的清末，纷乱的民国，艰难的抗战，痛苦的内战，“大跃进”与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十
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讲述在时代的磨难中普通中
国人经历的一切苦乐哀愁、屈辱光荣。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是一本有温度的历史读物。
以平民的视角记录时代的变迁，用不懈的追寻还历史以生命，带我们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比《往
事并不如烟》更真实，更细腻！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追寻我们的祖辈历经百年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轨迹
，实现了难能可贵的孙辈、父辈和祖辈的心灵沟通，让我们获得一种生命中最真实的成长感动。
“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2012年唯一推荐图书，袁腾飞为《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亲笔作序并倾情
推荐：向这些可爱的收集记忆的孩子们致敬！
众多企业家感动推荐、批量团购，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更是一次对自我的探寻、
一次意义非凡的寻根之旅。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学生笔下的百年家国记忆》未出版就已经口口相传，引发众多家长（尤其是城
市白领、中产阶层的家长）的热情预定，被看成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全国超过200所重点中学，一致推荐为“中学生暑期必读书”！
众多主流媒体一致推荐为“2012年最值得关注的图书”！
钱钢、章立凡、张典婉、野夫、喻尘、王雄、唐建光、李远江⋯⋯众多历史写作者、媒体人、公共知
识分子倾力支持、全程辅导，立志推动一场拒绝遗忘的公民写史运动！
秦晖、朱学勤、杨念群、樊建川、高毅、陈新、赵亚夫、姬秉新、齐健、黄牧航⋯⋯众多著名作家学
者亲任评委，感动推荐！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羊城晚报》《京华时报》《环球时报》《中国教育报》、
凤凰卫视、湖南卫视、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易等超过100家主流媒体密集报道、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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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羊城晚报》《京华时报》《环球时报》《中国教育报》、
凤凰卫视、湖南卫视、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易等超过100家主流媒体持续报道、强力推荐！
一本感动众多著名学者、媒体人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
在《课本上不说的历史》中，祖辈与孙辈，跨越不同世代的两代人，用回忆与呢喃，用聆听与文字，
讲述课本上不说的历史，消解了彼此曾经有过的陌生，传递出生命的责任、乐趣与力量。
总有一天这些历史会自己连在一起，还原一个时代。
——沈志华  著名学者、《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编者每一个人
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历史记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立场，需要传
播和共享。
——唐建光  著名媒体人、《看历史》杂志主编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主人⋯⋯发现、记录和传播我们的
国家记忆，是一种公民权利，也是历史书写者的命运。
——杨锦麟  著名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如果我们承认个体至高无
上的价值，这样的回忆一定会令人叹为观止⋯⋯如果我们能以爱的名义，忠实地记录我们的亲人，那
不就是上个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命运史吗？
——何三畏  著名媒体人、《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
、推波助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不能不随波逐流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
史记忆的形成，打破“钦定”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
忆”。
——雷颐  著名学者、《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作者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
利，变得日益大众化。
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章立凡  著名学者、《君子之交如水》作者他们在访问长辈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与父辈
、祖辈甚至曾祖辈的心灵沟通。
孩子们在先辈们悲欢离合的故事里，不仅获得了对家族、社区、城市甚至国家民族历史的认识，还增
进了与长辈的感情，意识到了自身对家人，对社区，对国家和民族所肩负的责任⋯⋯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很多学生在文章中对他们所写的这段历史有深深的思考和感悟。
——袁腾飞  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讲历史》《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曾经狂暴的历史将亲情
折断，让亲人之间都没有安全。
而在物质消费进步的时代，很多人的家里虽然灯火通明，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如黑幕。
只有在这里，祖辈们用回忆与喃语，孙辈们用聆听与文字，点燃了每一个家族的心灯。
——王雄  著名历史老师、江苏省历史学科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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