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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里穿行，把今天留给昨天，把梦想栽进明天。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历史里穿行了60个春秋寒暑，21900个日日夜夜。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60年，不过是一簇翻溅的浪花，稍纵即逝，然而正是在这“弹指一挥间”，历
史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世界。
古都北京沉沉的长夜渐露曙光，长安街头升起一轮明丽的太阳！
1949年10月1日，一个镌刻在中华民族金书铁卷上的伟大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压在头顶上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
大山，摆脱了饥馑、屈辱的命运，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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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作者大都是生在北京四合院，长在北京胡同里，在北京的基层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北京人
。
岁数大的70多岁，一般都在50多岁，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当兵、进工厂、改革开放
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生活经历起伏跌宕、丰富多彩。
在他们眼里，这60年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分成前后30年：前30年“先生产后生活”，苦中有乐，精
神头十足，一门心思干革命；后30年改革开放，关心民生，物质生活大改变，人心欢畅，日子越过越
甜美。
        本书从民生的角度切入，亦图亦文，从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具体而细微地展示了北京人60年来
生活的变化，如同打开一帧鲜活的京城民俗画卷，令人信服地看到这座千年古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努力奋斗，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眼下，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足
，收藏古宝珍玩已成不少人追求的时尚。
然而，有谁收藏记忆吗?这该是比收藏文玩更能束身自省、泽及子孙的一件功德无量的益事。
记忆是一笔难以估量其价值的财富。
智者曾一再地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浏览这本刻录着北京人60年生活变迁的图卷，
循着作者、摄影者的心迹，我们会捡回许多遗失的“宝贝”，清醒地珍惜今天的一切，做一个令世人
敬羡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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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人民的感激和期待。
一晃儿60年，老歌虽然远去，留在人们心头的旋律却明朗如初。
一首代之而起的《歌唱祖国》，几乎在60年间，冲破时代的云遮雾障，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
腾的黄河长江，一直传唱到今天，那是因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如此，国如是，民如斯。
60年相较，我们庆幸一个孱弱不堪、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终于远去了，代之而起的祖国今天已然堂堂正
正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日渐民富国强。
60年神州巨变，环球共睹。
当我们满目锦绣、充耳赞扬的时候，毛泽东提醒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中华民族有着长于思索，勤于治史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用干支纪年的办法，把天干地支匹配，恰好60年一轮回，
重现一个新的“甲子”。
这不是数字的游戏。
人们发现，60年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在60年斗转星移，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往往能显示一定的长消规律，物象如此，心象亦然。
因此，罗列剖解60年事理，反省自问，不仅可以跳脱一时的局限迷蒙，便于明辨是非曲直，而且能为
进入下一个“甲子”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而取得明智的走向。
子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诚然。
开国伊始日日新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
我12岁，出于强烈的好奇，我和几个小伙伴儿一早就从珠市口，随着滚滚的人流，穿过五牌楼、正阳
门东门洞，顺着中华门东面的户部街，涌向天安门，挤在广场东北角儿的红墙下。
我的眼前是空旷整洁的长安街；向东望，三座门那里是整装待发的受阅部队。
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装饰一新，一切安排就绪。
开国领导将在那里集体亮相，毛主席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的诞生!这当年明清两朝''金凤颁诏
”的城楼，将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嵌进国徽正中央。
我瞪大眼使劲地看着这个我常来游玩的地方，有些陌生，心中升起一片神圣。
我们耐心而又焦急地等待着。
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3点，忘了饥渴，忘了劳累，手里握着大学生哥哥给的竖条标语纸旗儿，一会儿喊
口号，一会儿唱歌，焦急地盼望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环顾人群，我发现，有学生，有店员，还有普通民众。
虽然服色不一，大家却像老熟人_样聊着“解放了”的感受，盼望着一睹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伟人风
采。
问了问才知道，参加盛典的人，有的是组织来的，有的是听人传话来的，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赶来看
“热闹”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热闹”可了不起，它是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大“热闹”，心里既好奇
又兴奋，几乎所有人都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了美好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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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京城的发展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都在中轴线上。
第一个里程碑是故宫博物院；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中心。
三个里程碑分别标志着封建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和北京城走向世界。
（侯仁之／北京大学著名教授／98岁）    ——侯仁之我生在北京，经历了军阀、民国、日伪和新中国
四个时代。
60年，何其短暂！
然而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积贫积弱、被列强随意凌辱的旧中国领向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想想新中国的60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北京，意义深远。
（爱新觉罗·溥任／北京市原政协委员／91岁）    ——爱新觉罗·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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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60年·我的北京》：书法字为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草书“我”字。
印章为篆书“的北京”。
字章组合为“我的北京”。
书法字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北”字。
印章为篆书“京过客”。
字章组合为“北京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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