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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生有时真的很奇妙，虽然生活在不同的轨道上，而冥冥

之中似乎总有一只无形之手操控着，让你在不经意间，能在茫

茫的人海中，不期而遇，而且一见如故，灵犀相通。我与余桂

生之间其实就是如此。虽然曾经在府西路机关宿舍同住过一幢

楼，偶尔也能见面。他从淳安来到建德当县委副书记，而我则

一直是机关的小兵一枚，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多少官

架子，生活朴实，为人诚恳而热情。但因工作上无交集，生活

中无来往，再加上身份悬殊，偶尔相逢只是一笑而已，充其量

只能算是“点头熟”。

后来，我因故搬离了府西路，一晃便是十多年，原本就比

较疏远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疏远了。

然而，2015年，因编撰《新安江富春江大移民》一书，命

运之神再次让我与余桂生先生邂逅，在众多的来稿中，我读到

他的那篇《我的人生路》，虽然关于移民的事并不多，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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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真切，因他是我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领导，如果要大量

删减，觉得有必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于是就找到他并向他说

明情况，除了写遂安中学搬迁与移民主题相关外，其他方面的

内容与本书要求不符。他听后，十分诚恳地说，不必考虑得太

多，你大胆以编辑的要求去取舍就是。我为他的曲折经历和顽

强精神所感染，于是建议他，在原有基础上再作回忆，可以单

独出一本回顾人生历程的书，等我这里告一段落，就着手帮他

整理出版，开始，他有些犹豫不决，经我一番游说后，他才勉

强应允了。

但因为当时，我手上还有三本回忆录和传记，有的还刚付

梓，有的尚未完稿，有的还未着手采访，再加上《新安江富春

江大移民》还没面世。但答应了的事情总不能食言。正当我为

此苦恼不已之时，却在淳安九炮界的一次户外活动时，一个非

常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正在北京读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回来度

暑假的周容羽，相同的专业，自然会谈到专业及爱好等方面的

话题，结果，她竟然对写作也很有兴趣，想拜我为师，借以提

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于是也就倚老卖老，收她为徒，趁势邀请

她帮忙一起合作完成这部书。

我向她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后，经过她几个月的努力和辛

苦，顺利完成了大部分初稿，于是我在此基础上，再作修改整

理，省却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对一些觉得不够完善的地方，再

恳请余书记作些回忆和补充。为了加强感性认知，去年年底，

余桂生夫妇还特意邀请我及助手叶新莲、胡永华一起奔赴他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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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淳安姜家镇儒坛村，实地考察了当地淳朴善良的耕读风

情，欣赏了周边黛眉碧玉的山水风光，感受了瀛山书院和半亩

方塘的文化气息。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10余万字

的书稿。

合作者周容羽，虽然在框架的把握和细节的推敲上略显不

足，但作为处女秀，她的基本功还是扎实的，在写作过程中也

是花了心血的。

余桂生先生年近八旬，近年来身体也时常受病魔折磨，却

一直抱病认真回忆、提供一手资料，并逐字逐句对文中的表述

作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

挚的感谢！

李新富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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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降人世

浙江遂安县地处浙皖赣三省边界，就在交界处有一座当地

人称为“鸡公山”，素有“鸡鸣三省”之称，通过这座山既可

抵达江西婺源，也可直抵

安徽歙县，就在离这座山

十多里处，就是一座古老

的村庄——遂安县瀛山乡

儒坛村（今淳安县姜家镇

儒坛村）。之所以被称作

儒坛村，据说是因为南宋

时期的大儒——朱熹当年

就是经过那座鸡公山来到

当地设坛授徒讲儒学，故

而被称为儒坛。

余姓，在儒坛村是聚 余桂生旧居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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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居的大家族，余桂生晚年回忆说：

我的爷爷叫余上金，大约生于清末，20岁时，娶离家20

里外的许家山姑许氏为妻，生有4子1女，分别是：老大国法、

老二国财、老三国银，因为家里穷，老四生下来后就抱养给人

家了，随养父姓占，名求生。还有一个女儿叫清香。

老三余国银是我父亲，1920年生，上过小学，是家中唯一

识几个字的人。受“十三当爹，十四做娘”旧习俗影响，余国

银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那时才16岁，经媒人撮合，从邻

近麻田村娶了比他大一岁的姜金莲为妻。民国二十六年（1937）

长女出生，取名诗凤。

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五），也就

是民间节日“七月半”，在我国民间是传统的祭祖大节之一，

俗话说“清明冬至七月半，枉死城中放一半”，也被称为“鬼

节”，这天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滚

滚热浪，可因这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人们照例忙碌着：男人们

忙着准备祭品，上坟祭祖，女人们忙碌着煮羹做馃，男女老少

都忙得不亦乐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坛余家一位身怀六甲

的少妇，挺着个大肚子也在忙碌着，她就是余家媳妇姜金莲。

金乌渐渐西下，玉兔慢慢升起，人们忙碌了一天后，都涌

到村西桥头，桥对面有金银两棵古桂花树，人们就在桂花树下

乘凉、赏月，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边，听他们讲述着各式稀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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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故事……

到了后半夜，也许是过于劳累，动了胎气，余家媳妇的肚

子突然疼痛起来，经过一阵折腾，一声婴孩的啼哭打破了村里

的宁静，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降临到了人间。

男主人余国银，是年20岁，见孩子在七月半出生，既喜又忧，

因为据民间传说，“饿鬼赶七月半投胎”，命硬；但也有人说，

这天出生的人聪明有福，反正不管如何，家中添丁总是一件值

得庆幸、难能可贵的事，余国银夫妻俩经商量，便将这孩子取

名为“贵生”。这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而余桂生这个名

字是读书时，老师经常把他写成“桂生”，到1955年上初中

填表时，他干脆就把“贵生”改名为“桂生”了（为方便叙述，

以下均称余桂生）。

余氏家生活状况极为贫困，家中4口人：父母、1个姐姐

及新生的余桂生，原本家中添丁是件喜事，但当时日本鬼子已

经打到江南，人心惶惶，自然也少了些应有的兴致。

采访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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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难童年

民国二十九年（1940）4月，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江南，幸

好淳安是个山区，虽然暂时还没见到鬼子的影子，但附近的建

德、富阳、桐庐都已经在打仗了。当余桂生出生八个多月时，

村里的年轻人在抗战需要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加大了抽丁力度，

余家当时有3个兄弟，按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规则，老大

国法已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抽走（后再也没有回家），现

家中两兄弟需再抽一个当兵，原本余桂生的父亲余国银身边有

2个孩子，大的才二岁，小的刚出世不久，本可以由老二国财

去的，但因家里考虑到余国银读过几年书，家里便背着儿媳妇，

找兄弟商量，鉴于国财干农活强，而国银又有文化，方便与家

里联系，权衡再三，于是决定让老三国银去。开始还收到过几

封信，之后便音信全无。有的说是在抗战中牺牲了，有的说逃

跑时被打死了，解放前后也有说是去了台湾了……这一走可苦

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了，从此就过上了暗无天日的岁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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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家乡遭遇洪灾，一个五岁的诗凤染上瘟疫丧生。好端端

的一家人，父离姐去，家破人亡。从那时候起，幼年的余桂生

就与可怜的慈母相依为命，过着度日如年的苦难生活。

由于余国银一去杳无音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全靠一个

小脚姜氏苦苦支撑着，幸好姜氏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又吃得起

苦，于是就带着幼年的余桂生给有钱人家做鞋、缝衣等针线活，

赚口饭吃。年幼的桂生常常看到母亲一双粗糙的手在无数个深

夜中依旧忙碌，灭了油灯，天已微明，一双红眼常伴泪颜。有

时在夜深人静时经常听到母亲在暗暗哭泣，小桂生禁不住地问

母亲：“妈妈，你为什么哭呀？”

“没有哭呀，是灰尘飞进了眼里去了”，妈妈会找各种借

口掩饰过去。每当明月之夜，小桂生常常看到母亲倚窗远望，

哀声苦叹，望夫归来。

小桂生曾趴在母亲双膝边问道，我们为什么这么苦？母亲

说，是前世不修，命里注定的。当时余桂生听后迷惑不解，听

老人说，多做好事善事，才能下辈子投到富贵人家去。

小桂生从出生起，虽然没有见过父亲的模样，但偶尔也会

听大人们说起父亲的事，有时也会传来各种抗日的事和鬼子作

恶的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梦着笑醒，梦见那扇母

亲总望着的窗外传来马蹄声，便立刻喜奔出门，哇，站在眼前

的真是日思夜念的军官父亲，骑马而归，威风凛凛，可正想去

拥抱时，父亲却突然飘升了起来，飞到了遥远的天际；有时也

会梦见，血淋淋的战场，父亲倒在那片战场上，不免从梦中哭



——余桂生散忆006

醒……

到了小桂生八岁时，生活所迫，小桂生也被母亲忍着隐疼

送到了地主家放牛……

有一次，小桂生被那头大公牛从山坡上顶撞下来，头破了，

脚也伤了，回到家里就大哭了起来，晚上做梦被惊醒，哭个不

停。有人说，这是因为受惊吓散魂魄了，要把魂叫回来才会好。

于是姜氏就带着桂生来到出事地点，烧纸焚香，然后母亲在前

走，边走边叫：“桂生回家！”桂生在后面跟着喊：“回来了！”

一直喊到家，说来也怪，当夜便睡得安稳了。

牧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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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翻身解放

1949年5月的一天，余桂生正与几位小伙伴一起在野外放

牛，路上突然遇见两位当兵的，只见他们戴着兵帽、兵帽上顶

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腰间挂着手枪，向儒坛村走来。余桂生

看到当兵的来了，心里有些害怕，不敢迎上前去，往后退了几

步。只听那位年长一点的军人说：“小鬼，不要怕，我们是毛

主席派来的解放军，今晚要在你们村开群众大会，请你们去参

加，你们就要翻身解放啦！”说完就向村里走去。

余桂生和小伙伴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可到了晚上，整

个一条横溪源十几个村的老百姓都来了，把儒坛村里最大的

厅——“兴仁堂”（余氏祠堂）挤得满满的，余桂生和小伙伴

们也跟着挤了进去。第一眼就见到了挂在主席台正面的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的画像。

很快会议开始，解放军站在台上，说：“毛主席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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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救星，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并向

群众庄严宣布“你们解放了，翻身了，从此当家作主啦！”台

下群众一片欢呼雀跃。当夜，村里的群众，特别是受苦受难一

辈子的贫苦人更是彻夜无眠。他也很兴奋，第一次见到的毛主

席、朱总司令画像总是在头脑里一次又一次回放；第一次听到

解放军讲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八个字至今不忘。

不久，新的乡政府诞生了，村农民协会也成立了，地主富

农被打倒、靠边站，大小事情农会说了算。他们忙着土地改革，

把从地主、富农那没收来的土地，统统分给贫雇农，有的还分

到了房屋和耕牛。村民们也组织起来维持社会秩序。余桂生与

小伙伴们也扛着红缨枪去村口站岗放哨。见到陌生人就盘问，

要其出示路条。

解放后，余桂生也不再去给地主家放牛，而是在家帮母亲

干点农活，母亲常对桂生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了我们，

永远不能忘记啊！”村里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余家的情况也渐渐发生了改变。

余家祠堂兴仁堂 兴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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