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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见证历史，细节传递信息

1921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一大，是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的红色起点。一大通过《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共有 15 条，但如果

仔细看，就会发现其中没有第十一条。通过

对这个细节的研究，再参照一大其他文件、同

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和一大后中共的

革命活动等，可以加深对中共一大和中国共

产党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

2017 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

馆首次发现了两张中共五大会场图片。这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

大会现场图。说起中共五大，有一个鲜为人

知但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选举产生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也是党组织和革命

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

在四川绵阳梓潼“两弹城”邓稼先旧居，

参观者可以看到“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 61
岁时向党组织提交的工工整整的登记表，以

及他在离世前 12 天留下的最后一份手记，从

中能真切感受到邓稼先对国防事业的深情执

着，以及对自身贡献的低调谦逊。通过这两

份文献，书中回顾了那段动人的历史：1964 年

10 月 16 日，是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亿万中国人

民难以忘怀的一天。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

《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

大的节日。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丰富无比，相关

的档案文献也卷帙浩繁。《文献中的百年党

史》即以文献为引，从 1921 年到 2020 年，每年

精选一件（组）珍稀文献，由之展开讲述一个

（组）重大党史事件。在写作过程中，我竭力

挖掘并使用第一手最新档案文献，如在俄罗

斯莫斯科五一村找到的中共六大珍贵文献，

中央苏区时期的印章、票证、路条、通行证等

红色革命文献，以及大量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相关的档案文献，涉及大革命时期国共合

作和工农运动、1936 年西安事变、1937 年十二

月会议等。

同时，注意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呈现大事

件中的小细节。如写“三线建设”一节时，我

特意选用 1969 年上海一家工厂为车间工人家

属开具的“迁移证明”，以点带面，以此生动展

现广大工人告别繁华大都市，举家西迁为国

家的感人画面。其他还包括北伐胜利进军期

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内幕细节等。我

在书写中尤其注意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的运

用，力图传递丰富的历史信息。

用重大事件和集体记忆，
串起一部简明百年党史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以文献为引，以重

大事件为主题，百件（组）文献带出百个（组）

重大党史事件，每个（组）重大事件既独立成

篇，深耕细作，又特别注意延伸大历史背景和

后续结果等相关内容，这样前后接续、点面结

合，从而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一方面，在以历史文献引出每一年度重

大党史事件的同时，注意体现党的历史分期，

包括“1921 诞生：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49
擘画新世界，建立新中国——开始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 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

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2012 中共十八大和提出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

方面，在体现党的不懈奋斗史的同时，注意党

的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的发展脉络。

在每一年份叙事主体的选择上，重大性

和重要性是关键考量，纵向还要统筹内容的

全面性和丰富性问题。《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选定的 100 个（组）重大党史事件，既有运动、

会议，也有战争、组织、论著等。乍一看 100 个

小节是按时间排序，但在具体章节设计中，是

东西南北各地区兼顾，而且注意涵盖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

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

等各方面，力求妥善处理点和面、局部和整体

的关系。

一位党史专家曾说，写党史要注意“四面

八方”，要写人民群众，表现党在人民中间奋

斗，表现党的斗争反映群众要求、依靠群众取

得胜利，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

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文献中的百年党

史》努力做到大视野、大格局、大站位的同时，

注意讲述时代英模和普通人物的感人故事。

一方面，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和中央决策部署

的引航作用；一方面，深情展示革命英烈、时

代英雄、先进模范和奋战在一线的普通劳动

人民的感人形象和民族精神。如大革命时期

选举产生的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革命

英烈王荷波，湘江战役受伤被俘后绞肠壮烈

牺牲的 34 师师长陈树湘，抗美援朝战争中身

抱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宁肯少

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尊崇英雄、礼敬人民，是本书秉

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虽然内容通俗，但

注重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我创

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百年党史进行再研究、

再学习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再加一百个一

千个专题和细节，也难以全面再现党百年来

的丰功伟绩。作为一名专业党史文献工作

者，唯有继续深怀敬意和敬畏，再接再厉，不

断推出更多更好更有社会影响力的通俗党史

读物，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才无愧这个伟

大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

究部主任、研究员）

制图：蔡华伟、赵偲汝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珍贵文献
见证百年奋斗历程

李 颖

我 们 是 谁 ？ 我 们 从 何 处

来？我们将向何处去？通过进

化论，人类了解了自身演化历

史 ，知 晓 了“ 我 们 从 何 处 来 ”。

通过遗传科学，人类弄清楚了

自己的基因密码，明白了“我们

是谁”。然而，“我们将向何处

去”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我撰

写《下一站火星》一书，就是试

着从火星探测的视角，回答这

一问题。

作 为 一 本 航 天 类 科 普 读

物，“为什么要探索宇宙”是绕

不开的话题。自人类祖先从茹

毛饮血、而衣皮苇的荒蛮时代

走进文明时代，头上的天空便

是 人 类 最 神 秘 的 未 知 领 域 之

一：无边无际的万象星辰、波诡

云谲的电闪雷鸣、瞬息万变的

风 霜 雨 雪 …… 天 空 之 外 是 什

么？那里是否有人类向何处去

的 答 案 ？ 在 2000 年 前 的 华 夏

大地，屈原就在长诗《天问》中

发出了“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和“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

千年之问。

古人云：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我们今天努力探索宇宙，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是 如 此 。 进 入

20 世纪，人类科技迎来重要节

点：航天技术飞速发展，让人类

冲破地心引力和稠密大气的束

缚进入太空。当下，火星探测

已成为世界航天强国倍加青睐

的领域。仅在 2020 年 7 月的探

测窗口，就有中国“天问一号”

探测器、美国“毅力号”火星车

和阿联酋“希望号”探测器出发

前往火星。其中，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将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环绕、着

陆、巡视三大挑战，这在世界航

天史上尚属首次。当下中国航

天人用实际行动探索回答了屈

原的千年之问。

为什么要探测火星？首先，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比较有

限，还有很多“谜团”有待揭开。一光年约 9.5 万亿千米，如

果人类步行走完一光年，至少需要数亿年，就算坐高铁一刻

不停地向前冲，也需要几百万年。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

数据，宇宙目前可探测的半径已经达到 465 亿光年。其次，

宇宙这么大，只有地球上有生命岂不遗憾？地球孕育出万

千生命这一事实，说明其他天体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再低，也

不会为零。从天体演化的角度，每一个类似太阳系的恒星

及其行星系统都有一个“宜居带”，行星若能接收到足够的

恒星辐射能量，能够保持合适温度、维持液态水和大气存

在，就有可能孕育生命。仅在太阳系内部，就有金星、地球

和火星处在宜居带上。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中微不足道的一

个小点，类似太阳这样的恒星，银河系里可能有几千亿颗，

而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规模的星系数量则恐怕在万亿级。

那么，在宇宙中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到底有多少？地球是

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摇篮里，人类能否走

出地球，探索新的家园？人类对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月球的探索正在不断深入。在两颗位于地球附近宜居带的

行星中，金星已被证实不仅难以探索，而且探索价值有限，

火星自然成为人类目前深空探测的“下一站”，是我们迈出

地月系统乃至迈出太阳系的“前站”。

火星探测有着怎样的历史和前景？《下一站火星》一书

立足人类对火星探测的全方位认知，从有关火星的各种基

本知识开始，以客观视角回望人类火星探测的历史，总结相

关经验教训，预测火星开发的未来。书中所涉及的大量航

天工程和天文学知识，我都尽量使用既感性、直观，又准确

的语言来讲述。该书还以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规划为基

础，畅想实现载人火星探测的综合技术方案。全书最后部

分展望人类未来开发火星的场景，如人类如何在火星上解

决衣食住行问题，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展开宇宙开发之旅，激

发读者对未来宇宙航天的想象。

人类幻想火星探测已经很久，航天时代的实际探索也

尝试了 60 多年，而且还在不断加速，很多人正在孜孜不倦

地努力。希望我们共同见证人类探测宇宙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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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佚诗解读》：陈尚君著；中华书

局出版。

全书以唐诗补遗为引，解读主流学

术关注外的唐人佚诗。文章考据严谨，

内容翔实，为读者了解唐代诗文提供新

的角度。

《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彭诚信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围绕典型案例与热点问题对民

法典进行通俗化解读，案例涵盖范围广、

贴近实际，文字通俗朴实、可读性强，兼

具普法性与趣味性。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

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党员干部家风建

设读本《清风传家》《严以治家》（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宣传部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

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

论述为指导，抓住社会关切，以新颖的形式

把家风建设的道理讲得生动、深入。

《清风传家》采访党的十九大以来获得

国家荣誉的英模党员，讲述他们赤诚报国、

清白传家的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见贤思齐，从中汲取高尚的人格力量，发扬

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遵守奉公守法、恪尽

职守的职业道德，端正勤于政事、谦敬恤民

的服务态度，坚持清廉自守、勿贪勿奢的自

律原则。

《严以治家》一书立足反面警示，通过

剖析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的家

风问题，辅之以忏悔摘录、警示评点，揭示

领导干部家风不正与腐化堕落之间的深层

关联，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到家教不严、家风

不正会造成严重后果，以案为鉴，警钟长

鸣。同时，明确为官做人应该遵守道德规

范，做到守住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

这 套 书 内 容 丰 富 ，立 意 深 远 ，选 取 的

案例具有代表性。以 25 位英模党员在家

风建设方面的感人事迹、24 个违纪违法党

员干部的家风问题为正反切口，阐述党员

干部家风与党风政风之间的紧密关联：家

风建设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党员干部的

家 风 好 坏 是 检 验 其 自 身 作 风 是 否 过 硬 的

“试金石”。

特别是《清风传家》甄选挖掘的家庭故

事 ，选 取 了 各 领 域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典 型 人

物。无论是钟南山、张伯礼，还是樊锦诗、

孙家栋，每个人物故事都经过编著者的深

入挖掘和精心打磨。编著者从日常生活和

工作细节入手，使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华优

秀家风的永久魅力。

两本书的编写各有侧重。《清风传家》

突出描写英模党员如何将优良家风，潜移

默化地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在文

字基础上配以端庄严谨的工作照或平易近

人的生活照，人物故事鲜活可感。《严以治

家》一书则将警示忏悔和精当的点评相结

合，具有较强针对性，深深触及灵魂。向正

面人物看齐和学习，将使社会肌体获取“精

神之钙”；以负面人物为“警戒牌”，则助力

坚固反腐“防火墙”，一正一反强化这套书

的教育功能。

该 书 语 言 朴 实 ，贴 近 现 实 生 活 ，力 避

虚浮的套话和空洞的说教，“真事”“真情”

“真话”自然相融。此外，注重从具体的人

物 及 其 家 庭 环 境 出 发 ，易 于 引 发 读 者 共

鸣。对典型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

解读和剖析，则有助于汇聚正能量，弘扬社

会正气。

家风建设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

容。相信《清风传家》《严以治家》能够春风

化雨，让更多人意识到优良家风可立德、可

守正、可铸魂，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助力。

春风化雨 弘扬优良家风
——评《清风传家》《严以治家》

杨 威

以客观视角回望人类火星探测
的历史，总结相关经验教训，预测火
星开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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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李颖著；学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