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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全国各族人民以最庄重的庆典、最激越的情怀、最动情的歌舞，为祖国母亲的华诞而欢呼雀跃！
　  1949年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人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里，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华人民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
歌。
　  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里，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官僚
垄断资本，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
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
大、最深刻的变革。
　  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里，我们在&ldquo;一穷二白&rdquo;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工业的发展上，我们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
我们的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
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新生的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还不完善，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挫折，出现反复，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ldquo;左&rdquo;倾路线，标志
着&ldquo;以阶级斗争为纲&rdquo;时代的结束，开启了&ldquo;以经济建设为中心&rdquo;，全面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
从那时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顽强奋斗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
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ldquo;中国奇迹&rdquo;，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走过
了辉煌的历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共和国六十余载的华章，就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不变则罔，不进则退&mdash;&mdash;萌发了与时俱进的思想，才绽放出引领国家与民族走上复兴道路
的希望。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所言：回顾这60年，我们可以发现，&ldquo;中国模式&rdquo;存在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以发展的眼光不断修正过去的错误，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就像邓
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也是中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了不起的成就所
选择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治国模式。
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既抬头望天，也低头走路，在一代代先进理念的指引下，中国闯出越走越宽的
路程，&ldquo;中国道路&rdquo;改变了全人类近1/5人口的命运：新中国六十余年奋斗，亿万人民实现
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三十余载拼搏，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
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的三倍多&mdash;&mdash;&ldquo;民亦劳止，汔可小康&rdquo;。
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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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余年励精图治，六十余年沧桑巨变。
国运之兴衰与个人之沉浮紧密相连，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最为铭心刻骨的记忆。
如果您是创立共和国的元勋，祖国现代化的基石上有您辛勤的心血与汗水；如果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祖国发展的艰辛历程上印刻着您成长的轨迹；如果您是共和国的年轻一代，那么，您正幸运地赶上
改革开放新时代，肩负着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无论您是谁，当您回望共和国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时，您永远像孩子似的，出神地注视着母亲额头
上岁月留下的痕迹。
　  无论是凯歌猛进的激昂，还是蹉跎岁月的酸楚，都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过来人的内心深处。
要深切地感受共和国那段难忘的岁月，少不了从历史的点点滴滴中温故知新的心路体验。
面对坎坷，不能作大而化之的了断；面对辉煌，不能作过于夸张的陶醉。
　  往事既已远去，但它并非缕缕轻烟。
　  翻开《往事回眸：共和国成长记事》，走进历史迷离的殿堂，追寻共和国成长的足迹，就是在触
摸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在思索中华民族的未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不敢忘记历史，保持不断反省的惕惕之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作者　  2010年10月1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往事回眸>>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新中国一些具体历史事例的描绘，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共和国成长的伟大历程，记载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及一幕幕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的历史画面。
作者以满腔的热情书写共和国成长的点滴，让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感受历史、感受时代的变迁；
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画面中感受党、感受祖国的伟大与神圣；在每个历史时刻鲜活的事例中感受党的英
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
民族觉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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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土地面积123万平方公里，人口197万，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
缅甸等五国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唐朝时称臣，元朝、明朝正式归人中国版图，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一切事务。
1888年英国武装进攻西藏，清朝政府屈膝妥协，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从此英
国势力入侵西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英国曾经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西姆拉条约，遭到拒绝，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与
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用秘密换文形式，划了一条中印边界线，即&ldquo;麦克马洪线&rdquo;。
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后来的历届政府都不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为苦难的西藏人民开辟了幸福生活的新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苦难深重的西藏僧俗人民迫切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进军西藏。
当时，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middot;确吉坚赞，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
中央人民政府，赞同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愿望。
毛泽东极为关怀西藏人民的疾苦。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班禅额尔德尼&middot;确吉坚赞，对西藏人民热爱祖国，反对外国侵略，不满
意国民党的政策，愿意成为新中国大家庭一员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给予满足
。
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为了解救西藏人民于苦难之中，满足西藏人民的愿望，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
取明年秋天或冬季完成。
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
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
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彭德怀接到来电后，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并于12月30日电告毛泽东，由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困难很
大。
毛泽东根据彭提供的情报，于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
、贺龙，内容大致如下：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人西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并阅悉。
西藏虽人口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由西北人藏每年中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4个月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由西康人藏时
间亦恐相同。
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需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
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前占领全西藏。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3月3日，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
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领部队开始向西藏进军。
中央一再指示，十八路军在进军途中要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要一边修路，一边进军。
经毛泽东批准，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供进军西藏之用。
　  在进军西藏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也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以期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佛教人士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
派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西藏当局一直没有回复。
因而，1950年7月，受中央政府重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佛决定前往拉
萨，会见达赖，转达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没有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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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进行所谓的&ldquo;西藏独立&rdquo;的非法活动，极力向国外寻求援
助，扩充藏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
　  对于西藏顽固势力的非法活动，除了给予军事打击，别无选择。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昌都战役。
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古城昌都，城楼上插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这一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藏军六个代本的全部、三个代本的一部分，争得一个代本起义，共歼
敌5700余人。
昌都的解放，促使西藏上层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但是，为了避免流血牺牲，中央人民政府继续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来北
京谈判，并表示人民解放军可暂时不进军西藏。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布达拉宫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仅17岁，尚未坐床理政，西藏的政教大权由年逾70岁、亲英的摄政达扎掌握
。
达扎立即召开西藏全区大会，商议对策。
笃信佛教的西藏上层决策人物决定请乃穷、噶东两神指明出路。
根据&ldquo;神意&rdquo;的指点，达赖亲政，达扎下台。
紧接着，达扎策划噶伦、基堪以及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认为达赖喇嘛不宜留在西藏，决定请其出国
，依附美、英帝国主义势力，以保证西藏政教不衰。
与此同时，又内定了随行人员，对外严加保密。
　  正当布达拉宫乱作一团的时候，昌都战役中转向共产党的噶伦阿沛&middot;阿旺晋美，从昌都派随
员金中&middot;坚赞平措专程来拉萨送信。
阿沛在信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赴京，并保证在达
成协议前不进军拉萨。
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侵犯。
信中还说，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昌都的四十多位僧俗完全可以担保。
　  阿沛&middot;阿旺晋美的来信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稍觉放心。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
亲政以后达赖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说：如今西藏僧俗人民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
全体西藏人民，但由于达赖喇嘛出走的计划是在神前打卦抽签后决定的，所以仍然要执行。
藏历11月11日，达赖喇嘛仓促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和孜本鲁康娃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换
上普通衣装悄悄从布达拉宫出走。
　  达赖喇嘛亲政不久，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通过路经新德里的达赖喇嘛的秘书长群培土登，递交
毛泽东主席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信中祝贺达赖喇嘛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
群培土登返藏后，在亚东拜见了达赖，并转呈了毛泽东主席的信。
毛主席的信，使噶厦、译仓大多数官员深为感动，现实也教育了他们：一味依赖外国，至今毫无结果
，连达赖佛爷也被拒之门外。
看来，还是依靠祖国，争取和平解放，才是最好的出路。
经过多次协商，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派代表前往北京和平谈判。
经达赖喇嘛的批准，任命噶伦阿沛为首席代表，带领四位随员出发前往北京谈判。
　  西藏和谈代表分两路去北京。
一路是经过印度、香港赴北京的，另一路是阿沛和土登列门等经由甘孜出发，经康定、雅安到重庆。
1951年4月19日，邓小平政委在西南军区接见了阿沛一行。
阿沛思想开通，他告诉小平说，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能说能做。
他说，目前西藏形势，争取达赖是上策。
不得已时，打通取道印度的谈判代表的思想，求得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
邓小平政委说，藏胞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有疑惧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达赖回来，和平进藏，大有好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往事回眸>>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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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年轻的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多年光辉的历程。
六十多年来，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画面，一幕幕，似昨日，似今朝，永远
留在人们的记忆长河里。
编著本书，意在激活沉淀很久的记忆，感受共和国的辉煌。
　  《往事回眸：共和国成长记事》采取编年纪事体形式，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精选影响共和
国历史进程中代表性的事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充分展现共和国成长的
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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