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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图文展示共和国60年百姓生活变迁的史料性作品。
书中从平常百姓的生活入手，再现共和国60年平常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和那永远抹不去的生活往事。
书中内容涵盖了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服饰、饮食、娱乐、住宿、交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共和
国60年生活留下珍贵弥足珍贵的文图资料。
本书以小见大、从细节展现宏观，从生活方面的变化展示共和国60周年的辉煌成就。
正如本书总顾问于光远先生题词所言：记录点滴生活，彰显社会进步。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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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光远1915年7月出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理论处处长。
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他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经济学。
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
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现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
顾问简介陈士能1956—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学员。
1958—1964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高分子合成工艺学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1984年9月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1年7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1993年1
月任贵州省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1996年7月任国家化学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正部长级），兼任化工部机关党委书记、中国昊华
化工集团党组书记。
1998年3月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
2001年2月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还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高级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
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及中国家电协会、塑料协会、皮革协会、造纸协会、家具协会、烹饪协会、制笔协
会、糖业协会、文房四宝协会、工艺美术学会、照明学会等协学会的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
李当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服饰设计师协
会副主席；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设计艺术
委员会主任。
陈乐人北京市档案局局长，北京市档案馆馆长 作者简介陈煜余秋雨的学生，跨媒体撰稿人。
自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以来，长期为舞台、屏幕和报章杂志撰稿，对人间情态尤其是儿童发展进
行观察研究。
出版《民间记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等著作。
剧作《感觉真爽》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2006年优秀原创剧本奖；剧作《彼岸》入选2008年台湾
金马奖联合制片单元筹拍剧目；每日临坐窗边，默看辰光点点流淌，余下又一日的生活记忆，心间充
满宁静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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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生活记忆之1949年  一张白纸  百废待兴中国生活记忆之50年代  中山装取代了西装和旗袍  女特务
王曼丽穿的是时尚的“列宁装”  年轻姑娘爱上工装裤  小燕子穿花衣：“布拉吉”  提倡吃“九二米”
和“八一面”  发行粮票开启“票证时代”  户口本控制“盲流”进入城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曹
杨新村”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排子房”室内黑糊糊、油腻腻  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  交通基本靠走
 “当当车”铃铛提醒行人闪避车辆  跳卡通舞要有一个“带头大哥”  调解无效，准予离婚  农村妇女
第一次进澡堂洗澡  调上海理发师进京开“四联”  土改斗地主“周扒皮”  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
上痛哭流涕”  全民炼钢  比窦娥还冤的麻雀  妇女做广播体操时害臊脸红  “劳卫制”催人锻炼身体  三
好生  工资定级后梅兰芳只拿336元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  代食品运动：人造肉精和小球藻用来充饥  
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  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  蔬菜和葱、姜、蒜都要凭票限
量供应  雨伞和闹钟凭券供应  总理指示各地宴会不要供应花生米  高价商品政策：贵州茅台从每斤2.97
元提高为16元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偌大京城竟找不到配白色西服的白色扣子  “迎
宾服”其实很土气  营业员拒绝给女顾客做“小裤管”  全民穿军用服装“狂不狂，看米黄”  荡马路看
橱窗也有阶级斗争？
  “红卫兵头”  国务院规定不要在国内销售口红  改造蕃瓜弄  九层大楼安化楼被称为“高干楼”  从蜂
窝煤到煤气罐  “永久”、“凤凰”、“飞鸽”  北京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很神秘  “我们这里不收小费”
 十万个为什么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焦裕禄兰考治沙  草原英雄小姐妹  学习雷锋好榜样  提亲聘金
是4元，聘礼是2斤糖  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  家家有本“红宝书”  毛主席像章别在
胸前肉上  “早请示，晚汇报”  忠宇舞  红卫兵串联  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赤脚医生”悬壶济世  “鸡屁股银行”  赌烟标：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  女孩子们偏爱“米老鼠
”糖纸  《小兵张嘎》带热了弹弓  “斗鸡”：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中国生活
记忆之70年代  姑娘会把劳动布放到开水里烫  “内有的确良”  警察追捕一群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  皮
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亮相北京民族文化宫  筒子楼人声鼎沸  见缝插针搭地震棚  “石库门”并非“
新天地”  黑糊糊的外滩是情侣们的天堂  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发往北京  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
八年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反复看《望乡》《人证》和《追捕》  小人书通俗但不低俗  《第二次握
手》抄得人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  36条腿和“三转一响”  上海货很吃香  第一则电视广告“参桂
补酒”出现在大年初一  恢复高考：报名费5毛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轰动美国  小岗村大包干按下红手印  
收看《新闻联播》成为习惯  全国人民都在听刘兰芳说评书《岳飞传》  打水漂：70年代最优美的弧线  
滚铁环让“风火轮”一直不倒  抽动陀螺飞快地旋转，一如转瞬即逝的童年  跳房子的女孩轻盈如燕  踢
毽子让人觉得女孩的心思真是难以揣测  橡皮筋跳一级升一级  丢手绢：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你身旁绕啊
绕  街上飘来爆米香  鸡毛换糖中国生活记忆之80年代  《庐山恋》张瑜换了43套服装  满大街“幸子衫
”、“光夫衫”  斩衣、斩裙：街上流行红裙子  模特儿引发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
时装！
”  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自由  “美在花城”开选美先河  “这里出租西服”  假领
子讲的是个“面子”  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被拒绝录取  又暖又轻的军大衣  “五讲”、“四美”  
第一家美容院“露美”结束上海人的“黄脸婆时代”  “菜花头”和“波浪头”  泰丰楼饭庄率先实行
先消费后付款  悦宾饭馆打卤面吃得外国记者两眼放光  “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
亮上开马克西姆！
”  义利快餐厅：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甚至有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  我要美酒
加咖啡  这里的酒吧静悄悄  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  方便面：和你泡到永远  贫嘴张大民
住房太紧张  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
尘土是中国货  导游借了一件咔叽布的中山装  卖粮大户杨小运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指标  骑着摩托很
“拉风”  陈昌浩之子质问国家计委：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  卡式录音机带热“家庭舞会”  
风靡迪斯科  卡拉OK“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黄金组合”王洁实、谢莉斯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刻
骨铭心  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我的中国心》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少林寺》引发功夫热  
琼瑶征服了少男少女  有人看不惯“朦胧诗”  宋世雄解说的女排姑娘让国人扬眉吐气  一遍又一遍听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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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峰的“绝配”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高位截瘫张海迪自学了四门外语  蛇口青年质问李燕杰、
曲啸  《庚申·猴》开启集邮时代  大西洋底来的蛤蟆镜  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老百姓可以买金戒
指、金项链了  经济学老师抢购了100盒火柴  电视村  “高价姑娘”择偶标准：“海陆空”  “度蜜月”
和“旅行结婚”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
刮！
刮！
”  “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  协议离婚好聚好散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第三次浪潮》
激情预言  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单位为001号博士马中骐准备了200元钱的着装费  成了
“万元户”都不敢跟人说  个体户最怕“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  疯狂的君子兰，有人因为抢花把
人杀死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停薪留职  “我们都下海吧”  《跟我学》：外语热中国  英语角逮到个老外
就不放  “托福”考生答题用的铅笔、橡皮是从美国运来的  夏时制（夏令时）：把时针向前拨快1小时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居民身份证便于随身携带中国生活记忆之90年代  牛仔裤的破洞是故意
的  《公关小姐》带热“一步裙”  我的衣服都是从专卖店买的  文化衫，把口号刻在胸口  踏脚裤让女
人们共同发烧  内衣外穿  休闲装最时兴  松糕鞋越高越神气  郭富城那一头经典的中分  “你眉毛粗了、
你眼睛黑了⋯⋯”  哈日的人很“量贩”  “韩流”袭人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菜篮子工程”  知道了什
么是“麻辣烫”  生猛海鲜天天空运  自助餐让好多人“扶墙进，扶墙出”  星巴克进故宫  逛夜市  奢侈
品XO“开⋯⋯开什么玩笑！
”  王海打假  “买房了吗”成问候语  “这么横，肯定是物业的来了”  “黄虫”面的伴随北京市民走
东逛西  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  上海评选“礼仪小姐”开始选美场上“温柔的角斗”  空中婚礼  每家
房门后面都会挂一两个呼啦圈  家长痛恨网吧  “小灵通”信号不是太好  QQ和MSN维持着办公室的秘
密  中国，成为第145个五天工作制的国家  “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  丁克  大片VS贺岁片  软绵
绵的《红太阳））唱红中国  没人肯租房给“亚当夏娃”性用品商店  《子夜》中的股票交易所回来了  
“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  名片，就是明着骗  传销“老鼠会”愈演愈烈  超市革命  艰辛外来妹  华
西村“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要发表施政演说  《文化苦旅》
掀起散文热  到处都是小燕子五阿哥皇阿玛  甲A联赛让人揪心中国生活记忆之新千年  “肚兜”上街 
APEC峰会捧红了唐装  “假冒而不伪劣”的襄阳路市场  北京秀水街：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SOHO：
“瘦猴”在家上班  暂住证变居住证  葛优：“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房奴：月薪一万的有车
有房的悲惨生活  AA制家庭有点像夫妻“合股经营”  还是留着你寄来的短消息  “财产性收入”构建
“橄榄形社会”  “人造美女”让丑女大翻身  谁动了我的奶酪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易中天说：诺，
相当于现在的OK  同性恋不再被当作精神病  第一个起诉性骚扰的人  新婚姻法遏制“包二奶”  偷偷摸
摸做亲子鉴定  结婚不需要单位证明  延安的夫妻在家看“黄碟”被警察抓走  超级女声，想唱就唱  “
海龟”变“海带”  “限塑令”直指“白色污染”  “洋节”红火，“生蛋快乐”  总理为农民工讨薪  9
亿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交“公粮”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动车组”也叫“子
弹头”  “黄金周”让老百姓玩得称心  个税起征点从800元到2000元  信用卡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  看王治郅、姚明，看中国人的NBA  中国加入WTO“与狼共舞”  “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  “史
上最牛钉子户”：物权不得侵犯  华为事件与新《劳动合同法》  全民共打“周老虎”  取款机一个劲地
向许霆吐钱  三鹿奶粉事件最后的黑手，原来就是草他妈  非典，让我们戴上口罩  2008年5月12日14时28
分，我们都是汶川人  “鸟巢”盛宴中国生活记忆之2009年　中国不会不高兴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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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基本靠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
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在这一时期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
家庭才有。
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
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
闲暇时走亲访友，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毕竟在还不能完全依靠公汽出行。
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
据1957年对全国23个城市，2615户工人家庭的调查，20岁以下的117户青年工人中，13.68%有自行车
；21—25岁的977户青年工人中，20.57%有自行车；26—30岁的888户工人中，20.16%有自行车；40岁以
上的工人中，17.2%有自行车。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
平安里；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
单；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7路（灰牌）：
崇文门到永定门；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
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
、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
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25日，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统一经营管理市内电车和公共汽车
及附属工业单位，属上海市公用局领导。
也是在这个月，市公交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
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
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
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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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生活记忆》，选取的是共和国60年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以及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
物质文化生活中的小事。
全书的选题、谋篇和策划，出自中国轻二业出版社生活图书事业部。
2009年2月中旬，刘忠波先生和我详细谈了这本书的选题思路和篇章布局，之后，我们叉进行了多次探
讨，我每写一章，出版社都要请人试读，并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修改。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们为这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市档案局(馆)工作人员辛勤伏案，在大量卷宗中为本书寻找图片，在此特别对他们和北京币档案
局(馆)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提供图片支持的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表示感谢。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张婷、韩慧琴、胡苹，上海著名摄影记者施剑平，曾荣获中国新闻奖的《东方早报
》著名摄影记者鲁海涛，北京市档案馆的陈荣光、宋湛、张志如、荆涛、刘艳晨、王兰顺，《人民日
报》摄影记者许林，西祠胡同的王玉华，千龙北京文网陈梅、张露汀，为本书组织了图片；一批杰出
的新闻作品和著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在此，我对所有为本书提供帮助、付出心血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对60年生活没有完整的切身体验，把握上难免生涩，也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
指正。
500年前，泰州学派的先驱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吸引了大批弟子和平民百姓．在当时起到了“
掀翻天地”的震撼作用。
中国文化既有超凡的理论思辨，也有注重日常生活的传统。
60年前，中国人民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开始艰辛的探索；6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
位已经为世界瞩目。
中国人民不会永远地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虽然他们仍然在关注出门七件事——油米柴盐酱醋茶，但
他们更追求食得健康，穿得时尚，住得舒心，用得称心，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他们必然要追求更加
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回顾共和国60年的生活变迁，只能让人更加坚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任何困难，也挡不
住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满生活的步伐。
因此，《中国生活记忆》不会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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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共和国60年，中国社会的种种生活记忆，让今天的人们每每回顾，都恍若隔世，甚至让很多人觉得是
那么的不可思议、无法想象。
 然而，中国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用一个个老百姓的生活片段，演绎着一场传奇。
 《中国生活记忆》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
这些生活记忆，既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又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
样。
 　　——姚莉莉（东方网新闻中心副总监）记录点滴生活 彰显社会进步 　　——于光远改革开放结
硕果 科学发展创伟业 　　——陈士能记录辉煌历程 回味酸甜苦辣 分享精神财富　　——李当岐图片
记忆生活 档案服务社会 　　——陈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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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图文珍藏版1949-2009)》：本人曾经参与过建国50周年热点图书《
共和国风云50年》的策划工作。
当共和国迎来60华诞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当代的百姓和政府更多地关注的是百姓民生和生活福祉。
当和身边的百姓谈起60年生活的记忆时，他们会和我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或悲壮，或动情，或洋
溢，或斑斓，让我们旁听者感触良多，回味无穷。
每个人的记忆不尽相同，但都深切地感受到共和国变了，变得更加进步，变得更加强大，尽管我们道
路还很艰辛，还很坎坷，但受访者无不有发自肺腑之言：我们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
！
回忆过去，是为了明晰走过的历程，史鉴今朝。
铭记历史，是为了让我们的路越走越平坦，越走越宽广。
往事值得我们回首！
！
感谢《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图文珍藏版1949-2009)》的作者，是他孜孜不倦的“爬格子”
、翻资料，才使《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图文珍藏版1949-2009)》得以和广大读者及时见面
；感谢那些的受访者（作者和编辑同步进行），也感谢那些试读者，是他们使图书的内容更具有代表
性，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我们把他们读后的感受充分的展现在最后的定稿中。
更要感谢那些为《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图文珍藏版1949-2009)》提供生活图片的工作人员
和“普通百姓”，他们把自己家中原汁原味的“收藏”展示出来，和大家共享，才使得《中国生活记
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图文珍藏版1949-2009)》回归真正的“生活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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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记录点滴生活  彰显社会进步       ——于光远改革开放结硕果  科学发展创伟业          ——陈士能记录辉煌
历程  回味酸甜苦辣    分享精神财富——李当岐图片记忆生活  档案服务社会             ——陈乐人一部了解
新中国的全新读本睿夫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
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生活记忆》一书，用民生往事，见证共和国60年历史。
全书图文展示共和国60年百姓生活变迁，是一部了解新中国百姓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全新读本，是一部
值得珍藏的史料性作品。
书中内容涵盖了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服饰、饮食、娱乐、住宿、交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共和
国60年变迁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图资料。
正如这本书的总顾问于光远先生题词所言：记录点滴生活，彰显社会进步。
这本书的特色主要有：“鸡毛蒜皮”中的大历史共和国60年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中国生活记忆》
紧抓生活细节，切口很小，但小事件中有大历史。
比如50年代的粮票，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周恩来调上海理发师进京开出“四联”，六七十年代的小
人书，“三转一响”，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麦乳精，卡式录音机，“庚申猴”邮票和邓丽君
，90年代的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黄金周，信用卡，私人医生和超级女声⋯⋯这些生活点
滴，相对于庞大的历史，显得有些“鸡毛蒜皮”，但这些生活现象和细节的背后，无不包含着宏观历
史的走势。
《中国生活记忆》开篇记载：1949年的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
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末篇记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
今非昔比，换了人间。
当然，全书反映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是通过衣食住行的细节变化。
比如全书记录到，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
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葱、姜、蒜都要凭票供应，主要由“居委会”安排，你能想
象吗？
但八九十年代“菜篮子工程”立竿见影，广大北方居民冬日餐桌上当家的“萝卜、白菜、土豆”这“
三件宝”渐行渐远，农贸菜市场映入眼帘的是“鸡、鸭、鱼、虾、猪、牛、羊”应有尽有的新鲜禽肉
和“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呈的新鲜蔬菜。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确良”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代表着时髦和前卫。
到80年代，街上流行红裙子；而90年代，吊带裙、内衣外穿、休闲装，让人目不暇接；到了新千年，
已经不知道穿什么好了，干脆“肚兜”上街、唐装试水，旗袍复古，追求个性，没有不敢穿的，就怕
想不到的。
从贫嘴张大民住房太紧张，到今天的几房几厅，公寓别墅；行，从“交通基本靠走”，到2008年年末
全国私人轿车1947万辆，还有焕然一新的“动车组”。
五六十年代，“通讯基本靠吼”，到80年代，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让人羡慕得直流口水，而到
了2008年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8204万户。
现在如果还有谁“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接”一般地炫耀自己的手机，一定会遭到讥笑。
让人砰然心动的是，这本书中大量的图片使历史细节中蕴含的情义呼之欲出，击中了人们心灵最敏感
、最脆弱的地方，让经历者如临其境，怦然心动，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也让后来者了解到，
过去的生活，原来是这样，共和国60年成就，殊为不易。
体现60年百姓生活史，从而体现共和国60年的辉煌史，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会给人以琐碎沉闷
，甚至阅读障碍。
《中国生活记忆》一扫一般史书的沉闷，使人阅读便捷而且轻松。
全书将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和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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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
下的过渡语。
这样的结构安排与文字在清晰的同时，也更加感性、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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