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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自　序

人生是美好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这美好这美丽，源

于它那漫长而又短暂的过程，源于它体现着人生的追求、

奋斗与价值。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又在自己的家乡，那个

因商山洛水而得名，又以贫穷落后而出名的地方工作了整

整３０年。在乡下的中学教过书、在县委办公室当过干事，

从事过妇联主任、县长、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等岗位的

工作，而后进了省城。长期的农村工作和生活，使我深刻

感受了农民的艰辛，农村的贫困和农业的落后，并在党和

政府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付出

了自己的劳动。来省城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

幸结识了社科界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的良

师益友，我们一起工作，付出着劳动也收获着知识和快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

特定责任，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独有的使命，最普通的

人也不会例外。在快要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蓦然回首过

去的生活，我才发现，绝大部分事情已经淡忘、模糊。然

而，围绕农民、农村和农业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却依然清晰

地留在脑海之中。原来，商山深处，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和我曾经从事的工作，已经凝聚成为难以割舍的 “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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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不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情结一直在我心里。

人是感情动物，记忆因为情结而产生。当然，还包括生活

中那些小小的成功与挫折，奋斗与期盼，甚至无奈、悲伤

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情绪。这些记忆，都是深刻而清晰的。

有人说：“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到了后天

就成了故事。”正是怀着对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的认同，我

将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往事、感悟，连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在不

同工作岗位发表过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性文章挑选出来，一

同整理编辑成这本小册子，以便回味自己曾经的岁月。这

些文字虽然粗浅、零碎，但或许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和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一些变化，折射出经济

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感谢命运！感谢生活！

感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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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串联到韶山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段毛

主席语录，曾经让举国上下千百万青少年热血沸腾。正是在

这段毛主席语录的激励下，我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徒步

“革命大串联”。

“革命大串联”是“文革”初期的特殊产物，它是从１９６６

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７年初展开的，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为主

体，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交流造反情况的大型活动。

１９６６年９月，我从乡下的商镇中学考上了县城的丹凤中学，

这是全县唯一设有高中的中学，也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升

学考试。我和所有考上高中的同学一样，高高兴兴地把农村

户口转到学校，准备专心致志的读高中。但刚一开学，正常

的教学秩序还未建立，“文革”的风暴就从北京、西安刮到了

秦岭深处的这个小县城。其实，在我初中毕业前夕，以破除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就已开始。

农村很多东西都被当作“封、资、修”打倒在地，频频出现拆庙

宇砸神像、毁祠堂烧家谱的行动。农村中学里也开始批判

“师道尊严”，一些同学跑到老师家里翻箱倒柜，有人在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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