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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上，总有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杰出人物和文化元素，成为这
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本书就是从“流行词语”的巧妙角度，撷取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流行词语，忠实记录了改革开
放30年来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意识形态、道德情操、文化时尚变迁与进步的过程，以及与此有关联的
背景史料，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留下了中国民众真实、具象的集体记忆。
　　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变革的经历者与见证人，人们会从本书三百多条词语的生动记叙中，读出
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30年来的开拓进取，30年来的拼搏奋进，30年来的发展与繁荣，30年来的曲折和
艰辛⋯⋯ 　　1978-2008——当代中国30年的历史跨越，恰似神州大地上熠熠生辉的大脚印，昭示着中
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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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　　NO.1 哥德巴赫猜想　　数学专用名词。
　　关联词：数学　陈景润　徐迟　　这是一个太专业的术语，需先作一番解释：十八世纪的数学家
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
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说明确实如此。
但是这需要予以证明。
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
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忙作出证明。
一直到死，欧拉也未能证明它。
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
两百多年来，不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
数学的皇冠是数论。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人中科院数
学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试图摘取数学皇冠明珠的人。
1966年5月，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
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
1973年，他发表的论文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达到了筛法的光辉顶点。
　　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于1973年，而直到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才在中国广为流传，“陈景润”也
成为举国上下无人不知的名字，那是因为1978年的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
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述了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事迹。
这样，“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其实成就了两个人的盛名：数学家陈景润和作家徐迟。
　　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仅是科学，文学的园地也满目荒凉。
徐识以一手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文笔，写出了陈景润这样一位神秘的传奇性的教学家，比如作品中
有这样的句子，“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
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
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
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
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
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
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这篇报告文学立刻引起了轰动。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颗皇冠上的明珠，在中国1978年“科学的春天”熠熠生辉，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
　　NO.2 科学的春天　　对一次大会诗意的别称，如果加上书名号，则是这次大会上一篇热情洋溢
的讲话稿。
　　关联词：郭沫若　四个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年是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年。
这一年3月9日，在邓小平、方毅的有力支持和推动下，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大力倡
导和支持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少年班。
也是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大会，则是全国科学大会。
表明了中国已经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将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要走
上腾飞复兴的道路了。
　　这次大会于1978年3月1 8日～31日在北京召开，此时正值“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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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情地把这次大会看做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如期召开，6000人参加开幕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
有人统计，邓小平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被全场十九次热烈的掌声打断。
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等几乎所有著名科学家都出席了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
大会闭幕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
，饱含激情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激起了一阵阵舂潮般的掌声。
　　郭沫若素以诗人和文学家闻名于世，其实他是融三种身份为一体：国务活动家、科学家（考古学
家和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在这次大会召开之时，郭老已是86岁高龄。
一位跨世纪的老人，在大会上呼喊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让我们张
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不能不让人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如果说大会闭幕式上郭老诗意的、激情的发言从感情上鼓舞着人心，而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的长
篇报告则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方针路线和政策方面很多问题。
这个报告打破了多年政治运动加诸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澄清了此前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理论问
题，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倡导科学、推进民主法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进一步作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战
略中核心地位的理论基础。
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2004年6月，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是引领
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
”2006年1月，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十载弹指一挥间，中国科学技术已发生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变：我国拥有了相当完整的学科
布局，拥有居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实力，拥有大规模的科技人才资源；“神舟”巡天，“嫦娥”奔月
⋯⋯在航天、生物等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已跻身世界前列。
　　NO.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它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前奏曲。
　　关联词：两个凡是　精神枷锁　“左”的错误思想　　与“真理”这个词汇相关联的，有一个故
事流传甚广，那就是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十七岁入师门，跟随柏拉图长达二十年之久，对老师非常热爱和崇敬，师徒二人也是很好
的朋友。
他曾以这样的诗句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
处寻觅！
”然而，正是亚里士多德动摇了柏拉图学说的根基，他提出的“实体说”与柏拉图的“理念论”针锋
相对，他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分歧。
当有人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老师时，亚里士多德回敬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流传千古的名
言。
　　时光流转到1978年的中国，“真理”这个词更多更频繁地出现在另一个短句中，那就是“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标志着中国在那个特殊时代冲破思想藩篱、追求真理的一场革命，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第
一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观点。
　　中国自“文革”以来，“最高指示”就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容置疑。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然而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提出“凡是毛主席
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这样，中国
人民不是仍然被束缚在“文革”的精神枷锁中得不到解放吗？
不难看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
　　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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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六千多字，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
约评论员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老师，他在1977年8月写成这篇长文，9月初将文
章寄往北京。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前，经由胡耀邦同志审定，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
次日刊载于《光明日报》。
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
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砸碎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拉
开序幕。
正是这一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
权威观念的确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NO.4 拨乱反正　　成语，“拨乱世，反诸正”。
意指整顿混乱，使之回复正常。
　　关联词：粉碎“四人帮”　正本清源　百废待兴　　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会把这个成语和某个特定的
时代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首先，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
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八大确定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后来却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三中全会果断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过程。
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建立起来。
　　第四，全会实现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坚决斗争。
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
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
人民的重大贡献。
　　百废待兴的中国，正本清源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一古老的成语在1978年的中国有了崭新
的含义，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NO.5 平反　　一种纠正历史错误或政治结论的行为。
　　关联词：胡耀邦　冤假错案有反必肃、有错必究　落实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
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面临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第一个即“两个凡
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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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下，推行一系列政
治运动。
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和损失。
”　　1977年3月，第二次复出的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宣传部部长。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胡耀邦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
位。
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锋相对提出：“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
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
”尤其是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的“叛徒”
、“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
二十余载的数十万“右派分子”摘帽；为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他的勇气、胆略和
推进工作的速度无人可比！
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
。
这条新闻稿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标志着“天安门事件”的
平反，接下来更大的平反工作一一展开。
平反所涉及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谭震林
、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邓子恢、习仲勋、谭政等等。
重大事件的平反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武汉“七二。
事件”和“三家村”⋯⋯据不完全统计，那一阶段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三十
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给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解脱了
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
　　NO.6 恢复高考　　特指结束“文革”十年动乱，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关联词：1977级　大学梦　工农兵学员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几乎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
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已经有着十七年历史的高考被废止，高校停止招生。
千百万渴望求学深造、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的大学梦从此难圆，他们的人生被“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所改变。
　　废除高考只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升学制度，其实大学并没有完全停止招生，从1971年开始，
部分大中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办法，
文化程度规定为“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而被推荐出来的人，必须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区
、县、地区和学校“过七关”。
“群众推荐”到后来，难免也有“出身论”、“唯成分论”和“走后门”的情况。
　　1977年的金秋季节，众多正在田问辛勤劳动的知识青年，众多被“出身”和“成分”压抑得对生
活了无希望的年轻人，突然听到一个令他们万分惊喜的大好消息：全国将恢复高考！
也就是说，不依赖权力，不借靠人情，不需要千方百计地串关系走后门，不考虑自己是不是“红五类
”出身，只需在考试中一显身手，凭一份好成绩就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大学的校门！
　　仅用了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大批的考生就从四面八方走进了考场。
　　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恢复高考”是因为邓小平的战略决策。
1977年8至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
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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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晾天动地的大喜讯，是平地一声舂雷！
会议产生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纲领性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
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1977年招生工作于当年四季度进行，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被录取的27．3万名新生1978年2月入
学，录取比例为29：1。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高考者一提起这个话题依然是心潮汹涌，热血澎湃，纷纷以
“1977，命运在那一年改变”、“1977，我心中永远的丰碑”，“永远的1977”为题撰文纪念。
其实“77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还应该把随后的“78级、79级”包括进来
。
他们都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产生的时代精英，后来成为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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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30年，流行词语300条——300只大脚印；300扇新窗口；300个活记忆——组成一部编年
体“史记”！
　　本书以1978至2008三十年间流行词语的新颖角度，捕捉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科
技及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变化与进步，全书以300多条词语的解说，组成30年生活的全景图，运用编年体
方式的300多条目的编排，留下一部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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