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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济洋同志自 1984年 10月走出国家机关从事

新闻工作以未，他曾做过编辑、记者、记者部主
任、经济部主任、要闻部主任、 《 党风与民卢 》
杂志副总编等，现任职于 《 中国改革报》 编委、
总编室主任。 他发表的新闻、文学等作品达500

多万字，已出版了新闻专著 《历史不会忘记} , 
长篇报告丈学 《生命之歌} ， 长局纪实丈学 《济
洋， 93大纪实 》 、 《 中国反腐大热线》 等多部著

作 。 特别是近年未，作家在繁忙的编务工作中挤
出时间 ， 以独特的视角和雄健的笔触侧重于新闻

纪实的写作 。 一些文章在社会上产生轰动并多次
获奖 。 他根据自己发表的长羔纪实文学 《周恩未
在大连》 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
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并获
国家"飞天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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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I
---R 

世纪之交，风云激荡，人类即将起来又一个千年。

百年痛史，三十载狂热，十年内乱。近一个世纪，中国

人多么需要王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引。我们这个再也折腾不

起、再也耽摘不起了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所处的"一流政

治大国、三捷经济弱雷"的世界地位，早就无法忍受了。

犁尖触地，血滴渗心。经过多少次痛苦的磨难，多少回

理辛的选择，中国人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些朴素而简单的真理 z

一-人生在世，"温饱"是首先的，也是最基本的需要 F

一-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在国际上的地位高低、影响大

小，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所决定的 z

一一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最终要由这种最i度能否

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检验。

有了这个思想上的飞跃，而且举国上下形成了共识，国

家昌盛、民族振兴就有希望了，改革、开放、发展就能够得

以照利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快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以毛泽东为

核岳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豪迈地宣告 z 我们不组善于破坏一个

18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第一代领导集体怀

着尽快改变"一穷二白"菌貌的强烈愿望，设计过一个个宏

伟方案，探索过一条条建设道路。有成功的喜锐，有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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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怅 z 有屹立于东方的自豪，有"开除球籍"的警叹 z 毕竟

国情复杂，前无古人，照祖宗的遗言一路不差的做事不行，他

人的模式又和自身的实际对不上号。近 30 年过去，适合中国

国惰的建设路子仍处于探索阶段。

当毛泽东放下未竟之业撒手人寰的时候，中国这个巨人

并不富裕。

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接过航船的舵轮

时，它几乎处于搁浅状态。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春风，模

复了民族生机和创造活力。徘徊的巨轮叉开始新的远航。

短短十几年，中国面辑大变。从精神到物质，都胜过改

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东方巨人真正走向世界，再不是紧闭家

门擅残守缺=蔬食囊饮的穷酸裙。神州大地，从白山黑水到

海角天涯，从茫茫东海到世界屋脊，从中原到边疆，从现代

化的大都会主莞凡乎还是自然经济的偏静山村，到处都是改革

的躁动，开放的大潮。

从此，中堕入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朝国家富强和人民

富格的目标奔去。当邓小平向世界展示"三步走"的宏伟蓝

图时，人们欣喜地发现，中国的富强发达不是梦，而是指日

可待了，它就在下个世纪中叶。

萧规曹随，以江泽员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长征

的接力棒时，实现中国富强的大政方针和一整套方案大致设

计就绪。恢宏大厦的骨架已完整地矗立。

8 年过去，经历 1989 年政治风波，经历苏联东欧剧变，顶

住国际上"制裁"的逆流， 12 亿中国人放心了=有第三代领

导集体掌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轮会达到强国的镀岸。

光~昌在再， 21 世纪就要来临。领导中国跨越世纪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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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核心，不失时机地向 12 忆国民展示了未来 15 年的主要奋

斗吕际: 2000 年再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7 万千乙无，人

均 1200-1300 美元。

宏伟的吕标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改革是太平洋世

界破晓的雷声。" "2010 年中国将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J'

"2016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下个世纪属于中国，中盟将成

为世界上经济最强的国家。n

也许有过誉之举。但中居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巨大

成果，确为世界公认。当然，也有怀疑中国确定的吕标能否

达到的。

21 世纪，中雷经济的活力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呢?答案是

肯定的。 80 年代中居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8.9% .实际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了 L 35 倍。 9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也保持在

"八九不离十"水平，看来 20 世纪的最后两年这个势头会持

续下去。下个世纪最韧 10 年，由于基数增大了〈例如，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8.5 万亿元)，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

降，但只要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7%稍多一点， 2010 年盟内生

产恙值达窍 17 万千乙无的目标即可实现。

德雷《趋势》周刊曾列举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z

有大量的京料和能源储藏，粮食能够自给 p 储蓄率达 35%以

上，超过法国 (27%);是东亚的低工资国，大量劳动力会盟

止工资的大幅度上涨 3 中国西向世界，经济扎根于出口可

世界经济联系的潜力大J.~ S本和远东新兴工业国家的生产基

地寄希望于中国，预计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 F 私人经营的规

模在扩大，集体和个人经济的产值吕标约占社会总产值的

40% 。



.4. 共和国大转折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我

噩现代化的机遇较好。t!t界总的趋势是趋向缓和，各种力量

互梧制约，也便于我们避免不利因素。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进入 21 世纪，实现强国目标

的不利因素也不少。人E压力会增大， 2000 年，我国人口将达

13 亿 .2010 年将达 14 亿。人口与资摞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中

国虽是资摞大国，但由于人口过多，人均资糠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尤其是耕地，逐渐缩小的趋势必然继续下去 z就业压力将

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F教育科技文化水平不高，人员素贡差 5

资金短缺。我国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经济增

长率虽高，但主要靠投资推动，而不是由消费便进。

当前，世界雷员生产总值 20 万亿美元中，美雷、欧共体

和吕本就占去将近 2/3。到下个世纪中，如果欧洲共同体、北

美经济雷、日本和亚、洲诸"小龙"的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原

苏联后继园、东欧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逐步纳入世界市

场，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提战。

但从另一方哥说，过去的 20 多年，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

动荡起伏的状况中，东亚一直保持着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而

且这一势头今后相当长时期可望继续下去。东亚太平洋经济

强劲的增长势头，的确表现了经济重岳东移韵趋势。美国未

来学家奈斯比特在新著《亚测大趋势》中说，东方的崛起使

西方全面接受东方的对代已经到来。接受这个现实对西方人

可能很不情愿，但你必得面对现实，接受它。就如当时接受

地球是国的一样，不管如何温丧，‘最后证明它是真理。

中国处在亚拚i崛起这样的大环境中，而且经济增长速度

就是在亚太地区近十几年也走在前头，表明中国在 21 世纪的

发展中，有许多良好的条件，也有难得的机遇。当务之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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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紧紧捏握住这一机遇，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据tξ避短，奋

起直迫，实现中华巨龙的腾飞。

级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始终处于领先

地位。四大文明古屋，现在有的己淫灭，有的是长达几千年

的停滞。但中国在东周战国之际已进入先进的封建制度时，欧

褂i租自本还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时代，美国至今不过才立国

200 多年。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岳移到西方又移到东方，其内在

外在的因素如何，就连史学家们也未必都探得很清楚。

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有兴必有灭，有生必有死 ， 1这

兴披衰，镀兴此衰，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西方领

先了几百年，它内在的潜力必有耗尽的时候，东方落伍了几

百年，久衰期兴，此亦物极必反的辩证法。

五千年的文明古画，几度兴衰，久萤必启，一切迹象表

萌， 21 世纪该是中华民族再次兴旺发达的世纪。

至此，我们要记住，也应该记住。始于 1978 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发端于广大农村的 20 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古

老的东方睡挥霍醒i 一个历经被折逐渐成熟的政党，是怎样

毅然摆脱了长期姓"社"姓"资"的争论，是怎样把一个曾

经谈虎色变的命题一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成为居家整个

经济体髓改革的目标，并率领她的民众坚定如一地朝着这

E标挺进。

扑向大海，在滚尖上弄潮，是华夏儿女早就熟悉的看家

本领。在纪念改革开放 20 年的时候，让我们体味一下曾经贫

弱的民族如何自立自强于时代潮流的前列，囡颜共产党人对

于经济社会越来越强的驾驭能力和商过来的雄关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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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76: 天下大乱

1976 年 1 月 8 日、 7 月 6 日、 9 月 9 日，一代伟人周恩来、

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 7 月 28 日. 24 万唐山人瞬闰死于大

地震。中国人民被万分悲痛的氛围笼罩着。毛泽东遗留下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建念与"天下大乱"而未能实

现天下大治的现实，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饮

"四人帮"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加紧为篡竟夺权作准备。他

{门凭借窑取的极力，调动一切舆论工具和帮援力量，刮起 12

级台风，横扫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家伙"。他们制造了一个

"老干部就是民主漾，民主派就是走资撮"的公式。妄图以邓

小平为突破口，打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反"四人帮"的

力量。"四人帮"不仅往死里整人，也不放过被他们整过的死

人。刚刚故去的局患来，生前是他们篡夺权力的巨大肆碍。如

今，虽然去进了，但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

留下的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四人帮"斗里明白 z 要篡党

夺权，必须彻底清除这个影响，要深入"批邓..还必须死死

揪住这个"后台"。因此，他们挥着刻骨仇恨，发动所有的宣

传机器，继续疯狂地迫害已故的周恩来，压制和破坏悼念题

患来的活动，于是干柴姐烈火，一场强大的群众性的悼念周

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爆发了，它实质上是拥护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生前也多次挺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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