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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省委批准我退休。几十年已习惯了的紧

张、忙碌的工作节奏随之而改变。社会角色的转换，生

活方式的转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退休后的生活

如何安排，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课题。

刚退下来的时候，家人担心我“闲”出病来，有

意识地让我找些事做。孩子们知道我年轻时因家里生活

困难吃了不少苦，参加工作后经历的事比较多，劝我把

这些经历写一写，这样既可以思考些问题，又能使儿孙

们从中受到些教益。老伴也多次说，你的人生经历很丰

富，总结点东西出来一定很精彩。从我自身看，前半生

是经历了不少事情，可以说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脚

步，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经历了共和国不同历史时

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我既承受过三年自然灾害的

苦难和十年“文革”的磨难，也分享了改革开放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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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成果。见证了祖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贫穷落

后到繁荣昌盛的发展历史。每当回忆起往事，想起小时

候生活那些难处，求学和工作之路的艰辛，心中真有

万千感慨，也越发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中

悟出生容易，生活不容易，要有质量地生活更不容易的

道理。为此，我也有把自己的这些经历与感触写出来的

愿望，这既是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人生的

一次审视与检阅。而这些，对他人或许有个启迪、借鉴

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每当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

总会被浓浓的亲情和友情所包围。有很多的人和事让我

感动不已，使我有一种表达情感的强烈愿望和冲动，想

把沉积在心底多年的感受写出来，以此寄托深深地感激

之情，抑或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释放。基于这些因

素，在家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

始构思并动笔写这篇拙文。

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事如潮水般地涌来。六十

年的人生路，有太多的事值得回味，有太多的感受想去

抒发。写什么？怎么写？思考再三，我选择了从童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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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的这一阶段学习、工作与生活的经历。对这些往

事的写法我秉承的原则是：写自己力求实事求是，还原

一个真“我”；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力求客观、全面，

不失偏颇；写事情发生过程力求准确、真实，不搞人为

杜撰。这样回忆所及，都是自己记事以来、特别是在工

作岗位期间亲力亲为、所见所闻的人和事。

信笔写来，觉得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

恍如昨天。文中涉及的一些领导、朋友、同学有的已经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内心充满对他们的无限怀恋和深深

地感激。“逝者如斯夫”，越发感到人生短暂，生命可

贵。由此使我更加懂得珍爱亲情，珍重友情，珍视健

康，珍惜今天，步履坚定地走好后半生的路。对人生的

回顾，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与洗礼。如何看待得与失、

权力与金钱、苦难与挫折、逆境与顺境，深入思考和辩

证地认识这些问题，从中探究人生的哲理、生命的价值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动起笔来才知道自己文学功底差，好在写的都是与

自己相关的事，真实记述就是了。文中如有不当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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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敬请朋友、同志谅解和指正。把自己一点浅薄的

感受与认识写出来送给同事、同学、朋友及家人，与之

共勉，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2013年9月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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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6日，我出生在吉林省双阳县（现长春市

双阳区）齐家镇炮手屯。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东北农村小村庄，离国道公路

有二三里路，全村有七八十户人家，约三百多口人。村

里马姓人家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左右。住在村东头的

马姓人家称为“东马家”，住在村西头的马姓人家称为

“西马家”。我们家住村西头属西马家。听老辈人讲，

我的祖籍地是山东登州府。从我父亲那辈往上大约四五

2012年夏，作者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炮手屯出生地老屋
地址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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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时候，祖辈们从山东逃荒来到东北，也就是人们所

说的“闯关东”。据说从山东出来时，老马家哥三个是

一起动身启程的，途中兵荒马乱哥儿们走散了，我们这

拨儿走到吉林双阳定居下来，以后与别的兄弟失去了联

系。我们这支马氏家族按“兆、向、文、明、启、富、

贵、庆、友、余”这10个字排辈分。我的太祖父叫马兆

礼、太奶奶叫王久玲。祖父那辈兄弟姐妹6人，5个男

孩，1个女孩。即：大爷爷马向楼，二爷爷马向阁，三爷

爷马向连，四爷爷马向全，五爷爷马向成，还有一个姑

奶奶，叫什么名字说不清了。排行老二的马向阁是我的

祖父。父亲他们这辈兄妹3人，即父亲马文章，叔父马文

举，姑母马淑华。他们兄妹3人连同婶母、姑父前几年都

已相继过世。上辈人仅有我的母亲崔秀英尚健在，今年

已85岁高龄。至于从太祖父往上家族的情况老人们也没

有向我们讲述，也没有家谱文字可查，到我这辈一切都

说不清楚了。

我的出生地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偏僻小乡村。土地比

较贫瘠，又离中心城镇较远（距双阳区中心城镇约3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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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距长春市中心约70公里），经济发展状况属东北地

区欠发达较贫困地区。20世纪50年代时家乡主要农作物

是东北杂粮，即以种植生产高粱、大豆、玉米、谷子等

为主，很少种植小麦、水稻。小时家里很少见到面粉、

大米。那时每年临近春节，生产队用粗粮统一换回些细

粮，村里按人头每人分到2斤面粉，这就是一年的细粮

了。过春节全家包顿饺子吃，剩下点面粉就用于“打糨

子”、“糊袼褙”，好用来为每人做鞋穿。平时吃的都

是玉米、高粱、小米这类粗粮，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

大米饭、白面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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