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昨天的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昨天的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308102728

10位ISBN编号：7308102726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袁伟时

页数：400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昨天的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
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
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
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

　　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材，若
不是宋教任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因为牵扯事件的国务
总理赵秉钧都被传唤到了上海审问，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

　　类似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在书中频频出现，虽谈不上石破天惊，但至少也能让读者从另一
个角度更加深切的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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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
向来有“思维活跃，一直很敢说”之誉。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等
　　主编有：《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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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middot;清末新政&middot;孙中山&mdash;&mdash;答《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余少镭：辛
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现在回头看，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贡献是什么？
袁伟时：辛亥革命，无论如何，是将一个朝代结束了，大清帝国告终，这就是最大的历史功绩。
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近代革命，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体制问题。
因为私有制的发展，新的经济形式，它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
它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就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但中国有点特殊，19世纪开始发展的时候，走错了路，走官办经济的路，走发展军火工业的
路&mdash;&mdash;由官僚来办重工业、军火工业，结果发展很慢。
这是一个大错误。
官办工业亏本太厉害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转而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有些研究者把历史简单化了，什么都归功于康有为，归功于&ldquo;戊戌维新&rdquo;，其实不是那么
回事。
19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已经慢慢知道，官办企业此路不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那个时候，各省成立招商局，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路。
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实际上已经开始，康有为不过是这个运动里面的领袖人物之一，不是唯一的领袖
人物。
这说明私有制基础上的革命，只要政府不设置障碍，经济是可以自行发展、自行生长的，特别是义和
团事件以后实行新政，清政府更不遗余力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各个省都很努力发展私营企业。
余少镭：你认为清政府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是什么触动了其在经济形式上转而
支持民营经济？
袁伟时：主要是财政负担问题。
有一个突出例子：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
张之洞办这个钢铁企业，预计年产量6万吨，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但是一投产就亏本，甲午战争爆发后，1894年开始投产，一投产就亏本。
在19世纪从来没有达到预定产量。
官僚办企业，一个是按衙门方式办，机构很大，经营成本太高；另外一个是瞎指挥，连这个铁矿是酸
性还是碱性、酸碱度是多少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购买设备。
人家问张之洞，你那个铁矿是什么性质的，要买贝氏炉还是马丁炉？
张之洞很大方，两种都要！
那就有问题了。
成本高，产出少，到1896年，没办法了，办不下去了，张之洞才认识到要招商，要交给商人去办。
结果盛宣怀接手这个企业，在他手上，这个企业慢慢发展起来。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冶萍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这个就是从官办到民营的典型例子，官办的一定亏本。
余少镭：这是不是跟当时的企业负责人不懂经济规律有关？
袁伟时：不懂经营，不懂经济规律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它体制上有问题。
在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就说，对私营经济、私商来说，企业是他的身家性命所在，他不搞好经营，
不提高产品质量，就要破产，所以他就必然要努力去做，拼命去做好。
当然也有投机取巧的，但那是少数，多数都是非常努力的，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个人利益，这一点一定
要清醒。
他进一步提出，官方资产也应统统交给私商去管理。
一百多年过去了，李光耀在这个月10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上还重申这个观点。
他说：&ldquo;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私人资本主义有效。
如果不是一个和你利益攸关的公司，你会不会上班上到凌晨2点、 3点？
&hellip;&hellip;在私人公司，你必须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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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坚信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国家资本主义。
&rdquo;余少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体制转型，它的内在动力是源于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
袁伟时：对，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新的生产方式，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很自然它要战胜旧的生产方式。
经过重创，大家都知道要富国强兵，民富则国强，所以一定要发展新型企业、民营企业。
经济方面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要解决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
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05年开始正式打出预备立宪的牌子，1910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那是省议
会的雏形，为正式成立省议会做了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机构，各省都成立起来，它不完全是民选的，但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些士绅们批评政治，监督政府，意见很尖锐。
清末的谘议局一开始就是批评意见很多，监督政府的意向很明确。
谘议局成立以后，各省的谘议局马上就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向清廷提出建议，
立即召开国会。
所谓立即召开就是在1911年开国会，实行宪政。
这种愿望为什么那么强烈呢？
清政府虽然讲预备立宪，要改革官制，要成立内阁，但口惠而实不至，而官员的腐败又非常严重。
清政府既没有能力，又搞专制，又腐败，大家当然要就提出一个民主的问题。
这是辛亥革命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民主的话，应对国内外的事情都不恰当，都会失误，而官员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
也就是说，不搞民主，国家要强盛、要达到民富国强这个目标，是没有保障的。
你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民富国强。
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当时，公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更多是从国家富强的角度考虑。
第二个原因，就是民族矛盾。
清政府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很多总督、巡抚都是汉人，且汉人比满人多，但是，在这个体制下，始
终对汉人是提防的，让汉族的士绅分享政权不是那么彻底，不是按照民主原则来处理。
清政府总是把满族、蒙古族排在汉族前面，这一条引起汉人很大的反感，那就要解决一个民族平等问
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爆发革命，就会有那么多人响应，这是重要的原因。
清帝国是少数人的统治。
很多革命党人，甚至保皇派，大量引用清兵入关时的一些暴行，比方说&ldquo;扬州十日&rdquo;啊
、&ldquo;嘉定三屠&rdquo;啊，等等，提醒民众不要忘记民族矛盾。
这个起了很大作用。
余少镭：总结起来，你就是说辛亥革命爆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当时的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
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他们还有血债。
你觉得这两个矛盾在当时哪个更尖锐一些？
袁伟时：其实这两个也是混合在一起的。
从士绅阶层的领导者眼光来看，世界潮流是民主的，实行宪政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而中国的现
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制度，这个是主要的。
但是，革命爆发后，他们很快就说&ldquo;光复&rdquo;。
所谓&ldquo;光复&rdquo;是什么意思？
就是&ldquo;光复&rdquo;汉族的江山。
辛亥革命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口号就是&ldquo;光复&rdquo;。
余少镭：有个团体也叫&ldquo;光复会&rdquo;。
袁伟时：对，革命胜利后，每一个省的独立都叫&ldquo;光复&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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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的宣言，到各个省成立军政府的那些宣言，几乎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的
汉族江山&ldquo;光复&rdquo;了，或者书&ldquo;重建&rdquo;了。
到处都是这样的情结。
这个就很明显体现了民族矛盾。
余少镭：其实清政府他们内部也想改变，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变不行。
但是传统说法是都说他们欺骗了人民，说他们搞立宪，步伐特别慢，后来又弄了个&ldquo;皇族内
阁&rdquo;，欺骗了人民一样，这两个是不是一个矛盾？
他们本身想变，也知道不变不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符合人们的期待，最后完全失去了诚信。
有资料说立宪的年限一推再推，提前也是被迫提前的。
袁伟时：它倒不是一推再推，而是确实感觉到，不变不行。
义和团事件以后，首都都给占领了。
八国联军做了一些坏事，军纪败坏。
抢掠啊，抢劫啊，奸淫啊，什么都有。
但是一稳定下来以后，新的管制方式的优越性就出来了。
天津建立了一个政权，很明显就跟传统管理各方面很不同。
在北京，紫禁城是归日本军占领、管理的，他们没有抢掠那些宫廷的财宝，很完整地保护下来，后来
交给清政府，这些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
为什么人家外国人是那样的一种情形？
这里面反差太大。
慈禧太后居然向11个国家宣战，支持义和团乱杀外国人，而且杀中国人更多，教民和凡是沾点洋气的
、读洋书的、卖洋货的，都杀。
杀了外国传教士、修女、儿童两百多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没有准确数字，光是天主教徒，有准确名字
的算起来超过3万人。
中国人死了那么多，整个国家一大块地方又给人家占领了，那样的情况下你还不变？
非变不可了。
连慈禧也感觉到，再不变，整个国家、朝廷、她的政权，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那样就变了，而且确实进行了一些很伟大的改革。
余少镭：你觉得具体在哪些方面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袁伟时：最突出的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是教育的改革。
原来通过科举培养人才，科举取士，作为知识阶层的上升的道路，3年一科，一科就300来人，上升的
道路太窄。
内容也太落后太腐朽了，主要是四书五经，后来加点策论。
知识面很窄，稍有常识的人都感觉到不变不行了。
余少镭：就是束缚了人才的发展。
袁伟时：对。
义和团事件以后，就开始大量办新式学堂。
开始办新式学堂时，一般人还认为，你不是通过科举上去就不是正途出身，还是想走老路，民间也认
为科举是最光荣的。
到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他们提出来，假如不彻底改革的话，大家不把新学当作正途、当作最主要
的上升渠道的话，就发展不起来了，他们建议马上废除科举。
清政府接纳了，废除科举制，这是1905年下的决心。
但是这个废除科举的背后还有过渡的安排。
比如说留学回来的人，还有洋科举，就是回来还要再考一次，虽然废除了科举，照样授予进士、举人
的分级头衔。
原来的秀才们，采取很多方式过渡。
年轻的，就鼓励你到学堂里去学新的知识；老的呢，年纪大了也分别安排各种各样的就业。
这是一种稳妥的过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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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镭：也就是因为安排得当，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混乱。
袁伟时：对，没有什么混乱，就很自然就过渡了，这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很伟大的改革，教育改革。
第二个就是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分两步走，最初就是将原来的大清律例，即传统的中国法律里面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了。
很多酷刑，比如砍头啊、千刀万剐啊、鞭打啊什么的，这些最残酷的东西第一步先废除。
然后就很坚决地将传统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制定了
新的民律，刑律以及民事、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行政和司法不分的弊端，司法走向独立的道路。
同时，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律没有禁止的就不算犯罪原则、罪刑法定原
则等，都确定下来。
那就是说，从司法审讯到法律体系，都彻底改革了，其中有一些还完成了全部的立法手续，刑律、诉
讼法等都颁布施行了。
另外还制定了很多其他法律、法令，但是民法（民律）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手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辛亥革命后所有这些改革成果都继承下来。
中国法治有了良好开端，司法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再有一个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预备立宪。
最初就是所谓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将原来中国的六部制，慢慢地变为新式的政府机关。
外务部门原来是管理人家来朝贡和管理藩属的，到圆明园事件以后，1860以后，改为了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
这个还不彻底，到了义和团事件以后就直截了当改为了外务部。
另外，原来清政府的内政也很不规范，现在成立了巡警部，就是建立警察机构。
&ldquo;警察&rdquo;也是新政后的叫法，原来是叫&ldquo;衙役&rdquo;的。
由警察管理社会秩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余少镭：警察这个具体是袁世凯搞的？
袁伟时：对，当时他要收回天津地区，但是关于这些被占领的地方有一条协定，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准
进去。
袁世凯就想了一个办法，训练了3000民警，接收了天津。
袁世凯的部属赵秉钧最初负责训练民警，后来就变成了巡警部尚书，也就是部长了。
后来，各个地方都慢慢开始建立警察署。
同时，内政方面，原来清政府的政权机构只建到县一级，后来往下延伸。
县一级及县以下的政权也分开了，按照三权分立的体系来建立，这个政治体系的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很大的变革。
余少镭：这个步子迈得很大，也就不是后来所宣传的所谓欺骗人民的说法。
袁伟时：不是，但是朝廷当中始终有皇族、满族权贵想维护他们垄断权力的利益。
余少镭：这就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又想变又怕变，怕变了以后他们的既得利益会遭到损
害？
袁伟时：对，这是一个关键地方。
老是怕丧失权力，后来的好多问题都是由此发生的。
但另一方面，它不是真假的问题。
真假问题涉及推测人家的动机，对史学家来说，这个是不足取的。
我们应该看行动，实际情况怎么样，而不是推测他的动机。
后来&ldquo;皇族内阁&rdquo;的出现，就说明它内部矛盾比较大，有些人就是不肯放开权力。
余少镭：那可不可以把&ldquo;皇族内阁&rdquo;的出现，作为转折点来看？
通俗点说，他们想改，打了右灯又往左转，他们想朝着宪政走，又想保护既得利益。
袁伟时：对。
后来出现一系列问题，也是跟整个满族上层权贵的腐化有关。
慈禧她在新政时期，是支持新政的，所以才有那三大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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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慈禧她又很短视，胸怀很狭窄，这个狭窄表现在她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
她挑选了一个3岁的宣统做皇帝，宣统还是小孩，而他的父亲摄政王又是一个很平庸的青年，二十来
岁，没有什么经验。
余少镭：从他对袁世凯那种处理就可以看出。
袁伟时：其实满族皇族里面有一些人比他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挑选比较有为的人来接班。
这样的处置，在一个大的风暴面前，就会应对失措，就会出现大问题。
余少镭：你刚才说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改变，转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它的起因是不是清政府想把路权收回国有？
四川铁路是私营的，民营集资，是股份制的形式，后来清政府为了贷款还是什么把它收回了。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倒退，让革命党人有了发动革命的借口？
袁伟时：义和团事件以后，各个省都成立了很多民营铁路公司，可是进展都很慢。
其中，四川这个铁路公司，主要是修川汉路。
四川本身要修的铁路，也就是成渝铁路，把它进一步修到重庆，到湖北汉口，那整条路就叫川汉路。
它这个公司是集股的，基本上是在四川按照土地、田地入股的。
入股后，当地士绅就管理这个铁路公司。
但是士绅很腐败，贪污浪费很厉害，铁路根本就没有进展。
不但这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进展都非常慢，像粤汉路，是20世纪30年代才全线贯通的
。
盛宣怀上台做邮传部尚书，也就是交通部长，他出于好心，想加快铁路建设，提出一条政策，就
是&ldquo;干线国有&rdquo;。
就是将铁路不完全收归国有，只是干线收为国有。
但他本身又没有资金，就只能借外债来收回这些干线。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腐败，只能按照公司治理的办法从内部解决，应该要相
信股东，推动他们解决问题。
政府一插手，等于忘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
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就是政府办官僚企业，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就是决策上的错误。
再加上当时一收归国有的话就有两种利益的冲突。
那些士绅，他们的账是查不得的，见不得人，于是就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而当时四川的总
督对群众示威，采取镇压的方法，开枪，杀人了。
余少镭：是端方吗？
袁伟时：不是端方。
端方不是四川总督，他是川汉铁路督办，他是管铁路建设。
他带了军队，带了一批新军，进入到四川。
四川保路运动一起来，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强调要和平解决，不要镇压。
但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已经开枪了，杀死人了。
另外一方面，汉口那边又闹事了，那边也有革命党人，他们制造的炸弹爆炸了，结果被官府发现，于
是抓人，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义了。
起义一爆发，跟随端方的新军，本来里面就有革命党人了，就要杀他。
端方倒没有直接镇压保路运动，是四川总督在镇压。
余少镭：端方后来结局也比较悲惨。
袁伟时：对啊，砍头了。
余少镭：照你刚才说，清末新政总的来说是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袁伟时：对。
但到最后关头，引爆了保路运动，那就是应对群众运动不妥当，用镇压的方式。
余少镭：维稳。
袁伟时：对，维稳。
对待群众的动乱采取怎么样的手段，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镇压，这个问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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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不好，结果革命就爆发了，就给了革命党机会。
余少镭：也有一个说法是，当时革命党是害怕新政成功的，新政成功他们就没机会了。
袁伟时：是的，包括他们行刺出去考察宪政的几个大臣，就有这样的思想，确实就有这样的情况。
余少镭：那么你觉得在清末的大变局中，几个比较大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等人，他们起到
了什么样的客观作用？
袁伟时：孙中山可以讲是时势造英雄。
他在1894年还写《上李鸿章书》，原名《上李傅相书》。
那个时候，他这篇文章虽然经过郑观应等人的修改，但是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达到当时的先进分子的
思想水平。
比如他里面就没有提过开国会这些问题，也没有提出一个改革的纲领，就说了几句什么人尽其才、物
尽其用等老生常谈，都是很虚的东西。
比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的思维水平并不高。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因为看到改良之路不通，就走向革命道路，其实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他到天津见李鸿章，是盛宣怀给他开的介绍信。
李鸿章正在应付朝鲜战局，军务很紧张。
你一个一般的士人、一个医生来见他，而且他那封信是要求去国外考察农业，回来好振兴农业，没有
什么安邦定国的大计，水平也比较低。
所以李鸿章在军务匆忙的时候，没有接见他是很正常的，他叫了幕僚接见他，而且孙中山要求要得到
护照到国外去，他也给他了。
所以我认为李鸿章处理这件事没有什么失误。
余少镭：那你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水平不高，是不是跟他个人的学养有关系？
袁伟时：是的，是跟学养有关系。
这里面顺便讲一下，他的权力欲、领袖欲很强。
但我认为这没什么，很多想吃政治饭的人都想做领袖，这个很正常。
但是他有时候，好像用了一些比较快的方式，想走捷径，或者甚至有弄虚作假的地方，我认为这不足
取。
孙中山恰恰有这样的弱点。
比如他当时看到形势不对，就跑到夏威夷（檀香山）去，跟当地的帮会结合起来，组织兴中会。
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是改良不通就要革命，这个有点勉强。
其实这不过是政治人上升的一个途径。
他原来也说想革命，就是要复兴汉族政权。
他感觉到满族腐败，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想造反一点不奇怪。
但是，当时是甲午战争正紧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个时候不应该革命，主要矛头应该对外。
但他却在那个时候发动革命，其实也就是在广东搞一些军事投机，规模较小，参加的就是日本那些浪
人。
浪人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流氓，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也支持孙中山搞这些军事投机，即所谓的革命，但
是在当时的影响不大。
他真正成为革命领袖，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1896年他跑到伦敦去，清帝国驻英公使馆将他抓了起来。
余少镭：一个驻外使馆有权力抓人吗？
袁伟时：当然没有权力。
清使馆的人诱骗他，说是他老乡，讲一口粤语，对他也格外热情，但是他一进到公使馆就把他关起来
。
抓起来后，他学医时候的老师那时候正在伦敦，他通过给使馆搞清洁卫生的英国人将消息带出去，引
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使馆没有权力抓人，那结果就有所谓&ldquo;伦敦蒙难&rdquo;一说。
&ldquo;伦敦蒙难&rdquo;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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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都认为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革命领袖。
可以这么说，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是专制政府培养出来的。
孙中山也借此一举成名，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
其实他有很多弱点，从理论水平，到领导作风各方面都有很多弱点。
他的主要弱点是行政能力缺乏，这个在后来的临时大总统秘书长胡汉民的日记里有记载：孙中山有什
么报告他们都批，这个又该给钱，那个又该给人办。
但到后来胡汉民他们都不给他办了，孙中山就很生气，问：为什么我的批示你们都不支持呢？
胡汉民就耐心跟他讲：你这个是不对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各方面都给他解释，他就说，哦，原来如此，就接受了。
也就是说，他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不强，这是个大问题。
另外呢，他也好名。
当时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有过一个例子。
兴中会在各地成立，除了檀香山以外，在香港也成立了。
兴中会当时就讨论由谁做香港兴中会会长，其中有一些人，以谢缵泰为代表，认为杨衢云各方面比较
合适，领导才能也比较出色，主张由他来做。
但是孙中山缺乏领袖的胸怀和风度，最后让自己做了会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从来没有得过博士学位，也没有哪学术机关、哪个大学赠送给他荣誉博士
学位，他根本不是博士。
但是在外面，他在签名时常常用英文签&ldquo;Doctor&rdquo;，就是医生。
有些人误会，以为他是博士。
后来就以讹传讹了，他也不更正。
结果呢，20世纪20年代，他们派代表到苏联去，俄国人口口声声叫他博士，他也不否认。
他派蒋介石他们到苏俄去，也取名叫&ldquo;孙逸仙博士代表团&rdquo;。
他好像当之无愧地将这个博士当下来了。
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里，还有块碑叫做&ldquo;孙逸仙博士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rdquo;
，就是在长堤中山二院那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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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思维活跃，一直很敢说&rdquo;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终于发飙！
！
！
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
引颈以望，其路漫漫，我只想说点对得起国家的真话！
《昨天的中国》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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