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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
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
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
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
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
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
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
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
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
存在或是模糊的。
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
事》。
　　《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
段历史。
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
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
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
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
、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
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
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
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
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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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故事》内容涵盖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军事、科技、教育、政策、
外交、民生等方面。
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肃清匪特，再到依法治国；从开国大典到六十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
战役到中国商业浪潮的滚滚而来⋯⋯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其所在的每个领域都留下发展的足迹，写
就了不朽的诗篇。
　　本册为《成功尝试（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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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确定交易所筹备人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尉文渊直言，自己最初关于股票知识的启蒙来自
于禹国刚写的书。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军工厂工作。
　　1981年的春天，不安于黄土高坡命运的他，拿着变卖家产所得的600元钱，带着老婆孩子闯深圳，
在深圳的爱华电子公司工作。
　　两年后，天上掉下个馅饼，正好砸到禹国刚的头上，禹国刚和另一位叫蔡靖华的小伙子被选中去
日本学习证券。
选人到日本学习证券这件事，是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老先生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的。
　　冈崎嘉平太1979年开始提出，1979年、1980年、1981年连着提出了三年。
廖承志副委员长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用股票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这事以后再说吧。
　　到了1982年的时候，冈崎嘉平太老先生还是矢志不渝，他又一次向廖承志提出派员的要求。
　　冈崎嘉平太说：“你这个人真是的，我说过我出钱，你选人，至于学了以后用与不用，大权在你
手里，你干吗每次都婉言谢绝？
”　　这个话说得很软，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很中肯的，就是希望一定要派人。
　　廖承志心想也是，用不用以后再说，派两个人学了总不会有什么不好，学了证券用不着，只当是
出去学日语了。
　　那会儿中国还没有股票，日本人觉得这是新鲜事，于是《朝日新闻》上就把两位在东京学习证券
的小伙子的照片登了出来，照片的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
　　后来禹国刚回忆说：　　那个记者问我，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
个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尖锐。
所以我回答他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学了不会是白学的”，他后面没有往　　下再问了。
他如果再穷追猛打，我真不好说。
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日本只学了一年，禹国刚就回到了深圳。
　　国内没有证券这一行业，学了等于白学。
他只好重新回到爱华公司，继续干他的老本行。
　　1989年底，深圳市要筹建证券交易所，副市长张鸿义才忽然想起有这么一个专业青年，于是禹国
刚就从爱华被挖出来，跟王健做搭档。
　　王健原来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副科级干部。
　　1986年，深圳开全国先例，公开招聘12名副局级干部。
时年36岁的王健前去应聘，结果金榜题名，1987年3月当了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的副行长。
　　深圳发展银行的迅猛发展，与王健两年半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恰在此时，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王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
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当时的股市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法规没有健全，机构操纵股价的行为时有发生，对于这个新工
作，王健非常排斥。
　　上任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空白。
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没人没钱也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
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王健上任以后，先办了4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
法律法规。
　　说是筹建深交所，可一没钱，二没地方。
王健像密探似的四处筹钱，终于有一天探得消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的经费存在银行里。
　　王健骑着自行车去向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借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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