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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常说：岁月消磨不了记忆。
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岁月是可以消磨、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
    原因何在？
不言自明。
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资料，保护不当，会有分散和遗失。
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可以躲过水淹火焚，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
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埂：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记得的越来越少，忘却的越来越多；记得准确
的越来越少，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
这是自然的辩证法，是无可更改的规律。
    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
因此，经验的归纳、教训的总结、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把记载在纸张上(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
保存手段)的历史成为“历史文献或档案”；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历史，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
脑之中，通过他们的口，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口述历史。
    在历史学的发展上，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长久的地位。
结绳记事，口述歌颂，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
在现在和当代的历史中，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一下子扯远了，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    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甚至是历
史链条中唯一的环节。
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候，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很多地方、很多
时间是在“非法”的、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会立刻
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
载。
即使有，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
    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
比较计划、总结、纲领、宣言而言，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那么的字斟句酌。
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流露出来的个人情感，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
感，拉近我们和过去历史的距离。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依然使我们
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
    口述史揭示着内幕。
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时间范围内，该时该刻，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要澄清历史真相，
亟待当事人的回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定都北京的经过、粉碎“四人帮”的细节、改革开放决策
的制定⋯⋯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没有亲历者的回忆，没有口述的记载，恐怕后人读史时，会失去
了几分色彩。
    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
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口述者，一是记录者。
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要有资料的准备，要有客观的分析，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
实在的说，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
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难在被动的等待，难在事后的整理，难在知识面的
不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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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
回忆专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
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
用和普及。
    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征集口述历史叫做“抢救活资料”。
多亏了那时的工作，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建党时
期，甚至五四时期的亲见、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抢救下来。
当我们刚松一口气，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如今竟也七八十岁
了。
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抢救还须继续。
    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
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
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语言、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从建党到现在；去重拾那些故事，
从农工商、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百姓中的奇闻轶事；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
，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口述史的组织、采访、撰写、编辑、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
作，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
    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上百年，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还在，我们的容貌还在，我
们的记录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
    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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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征程》的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
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
这些从不同角度回顾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见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艰辛和曲折的文字，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爱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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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峥嵘岁月话人生 一生抉择终不悔 九十载甘苦志不移 从卢沟桥抗战一路走来 征途漫漫行思录 
我的“晋京赶考”之路 风雨征程忆京华 多方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忆北平解放前后二三事 解放初
期北京的宗教工作 我在北京亲历的一些历史事件与思考 “文革”琐忆 艰苦创业铸辉煌 与新中国法制
建设同行 我所亲历的首钢巨变 我与垦荒不了情 回忆人民大会堂建设 我与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不解之
缘 参与北京大型活动设计的回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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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
次是在福兴面粉厂，我被小特务敲诈殴打，现场的工人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
们，阻止了事态的扩大。
另一次动手的是美国官兵。
我与内弟在天津，到朋友家去。
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愤愤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
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我的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
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一味横
行。
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的我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
南迁就是南逃。
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
携家眷南逃。
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已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
做好了南逃的准备。
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日，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
此时北平解放在即。
 当时有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我曾说过，国民党要能好的了，死人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走路。
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
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
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
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
正好，我父亲要南逃，要我回来。
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
我是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
。
我以为非常精辟。
就19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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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过程中征集的部分口述史
料的汇集。
2007年前后，第二卷审改任务在即，文献史料的利用已获得一些便利，但口述史料的奇缺使复原历史
的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这种境况迫使我们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拨通了一个个陌生的电话，接触到一位位亲切的老人
，采撷回一段段珍贵的记忆。
到2009年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时，随着我们对共和国沧桑巨变历史的研究和认识进一步加深，老
同志对抢救“活资料”的工作更加理解和支持，我们开始了对所征集史料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
    编辑本书的过程是我们受教育和感动的过程。
本书的16位口述者长期在京工作和生活，他们有的是国家、北京市的老领导，有的曾是相关部门的负
责同志，也有来自生产建设一线的科技人员或劳动模范。
这些从不同角度回顾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见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艰辛和曲折的文字，洋溢着浓烈的爱国、爱党情怀。
就在我们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几位老领导已不幸病逝，我们倍感沉痛。
高戈同志在重症监护室依然挂念着本书，并再三嘱其秘书核对史实，其严谨的态度和忘我的精神实令
我们感动。
在此，要对所有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老同志及其亲属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本书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
。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副主任陈志楣逐字逐句审阅了全书书稿。
在本书前期策划、联络采访、文字整理、史实核对、图片收集和编校工作中，韩勤英、宋传信费力颇
多，瞿宛林、张文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杨华锋、张惠舰、王锦辉参加了后期编校工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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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风雨征程》的16位口述者长期在京工作和生活，他们有的是国家、
北京市的老领导，有的曾是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有来自生产建设一线的科技人员或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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