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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近代“民主与科学”曙光初照的五四运动说起，然后是长征、抗战与中国之命运，无疑地，都
是中国近代史的“命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
    本书寻思20世纪中国的一些脉络理路，描述历史峰峦上的一些别样景致，展示我们民族在这个大时
代的一些精神记忆。
在书中，无论是剖析五四，叙述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永远纪念，还是眺望长征，展示这桩奇迹何以产生
及其魅力；无论是掠影抗战，揭示这场命运之战中爆发的民族精神，还是巡礼1949年和历史的“约会
”进程，描述建国初年的新颖气象；无论是寻思改革年代的精神家园，还是放眼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
惊人巨变，作者的思考，都紧紧扣着我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而非着意去还原过去。
回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握紧未来的“钥匙”。
在本书中，作者还畅谈了一些领袖题材影视文献纪录片和专题政论片的创作体会，其主旨也是为了让
历史和人物鲜活起来。
作者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文化感知力尽见于笔端，史中有思，文情并茂，许多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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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多年来从事毛泽东和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以及电影电视文献片撰稿，著述和电视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图书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金鹰奖、电影华表奖等。

    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1988）、《悲患与风流》（1988）、《文艺批评的世界》
（1989）、《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991）、《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992）、《毛泽东读书笔记解
析》（1996）、《毛泽东传（1893-1949）》（合著，1996）、《毛泽东之魂》（1997）、《文人毛泽
东》（1997）、《八十年奋斗记》（2001）、《为了理想——党史文物中的风云岁月》（2001）、《
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2003）、《世纪小平——解读一个领袖的性格世界》（2004）、《
读毛泽东札记》（2009）等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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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永远的五四　　五四为什么永远？
　　三　　五四之所以永远，还在于它有一层更深刻的灵魂——科学！
　　只有民主与科学的联姻，才会结出永不凋谢的精神花朵；只有民主和科学两颗太阳的相互辉映，
才能发出永不消减的光芒。
　　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可以有各种概括，我以为最根本的内涵，应该是通过思想解放，寻
找一条新的可行的救国强国之道。
　　科学精神在封建王朝被推倒仅仅几年后，便成为知识界的普遍共识，这要归功于五四前后以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精神界领袖倡导和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举动。
那时候，动不动说什么主义，成了知识界的一种时髦。
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形容说：这些新思潮的传播，就像洞庭湖的闸门打开了一样，席卷一切，顺它的
生，逆它的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和思潮的呈现、探讨和碰撞，从本质上说，是从不同角度寻求和提
出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胡适在1922年回忆说：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新派期刊仅《新青年》、《新潮》等不超
过10种，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出现了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350种周报，而且
，皆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
各种思潮和主张背后的支点，都是救国强国的信念。
这才是目的，五花八门的口号只是思路和手段。
那些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人，无不是在对各种各样的强国思路和手段的比较选择中确立起自
己的信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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