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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序

序

我们是中共莲湖乡老干部支部的全体党员， 与汪征权同志共

事多年，他既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传阅《峥嵘

岁月》后，对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备感亲切，并产生了共同为之作序

的强烈愿望。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并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在大家的

眼中，他是一个孜孜以求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事不成不回头，非

常有韧劲。他以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严谨态度，历时八年之久，终

于在八十一岁时完成了对历史往事的生动叙述。 那是一个激情昂

扬的年代，为政治热血沸腾，为创业战天斗地，为希望不舍昼夜。如

今我们都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许多记忆逐渐模糊，但倾注了全部

心血的激情岁月却一直铭记在心，无法忘怀。 我们阅读历史往事，

回忆逝去的岁月，仿佛时光倒流，让人感奋不已。

作者生于旧社会的贫苦家庭，仰仗父母的开明，以半工半读的

形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新中国诞生之际， 他投身时代洪

流，积极参与新社会各项建设；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栉风沐雨、

上下求索、艰苦创业，将全部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人民群众；退

居林下后，依然心系桑梓，挥洒余热；耄耋之年，奋力笔耕，以亲身

的经历客观再现了解放后数十年间跌宕起伏的岁月风云。 尤其可

贵的是，他以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思维，对历史往事作了理性分析和

梳理，无论对事对人，都力求客观。庙堂之上忧其民，这是工作的本

分；江湖之远虑其事，这是为人的秉性。通读全书，能让人知晓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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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直，领悟世事哲理，懂得事荣物枯原自有序的道理。 作者用一生

的奋斗磨砺，参悟了人生的真谛。 作为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感

到由衷地高兴和钦佩。

在作者的妙笔指引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神游往昔

岁月中，充实了晚年的时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如今都已成为历史往事。 所幸的是，我们与作者一道在

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中享受到了生命的精彩； 在波澜壮阔的峥嵘

往事中感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我们用炽热的情怀拥抱了上天赐予

的生命，用奋斗的足迹阐释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不因虚度年

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新世纪的阳光更加灿烂，神州大地到处欣欣向荣。 科学发展，

已经深入人心；社会面貌，正在日新月异。我们是幸运的，火热年华

赶上了火红岁月；我们是有福分的，有生之年，迎来了国家昌盛。我

们的胸膛中，除了豪迈，还要装下什么！

2010年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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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后，时与老友们串门。叙旧聊天中有人向我提议：“你与

新中国同行， 经历了那么多艰苦创业的难忘岁月， 该把它记述下

来，为后人留下完整了解那段历史的机会。 ”但我担心自己的写作

能力，不敢有此奢望；后在老同事的不断鼓励下，我才有了写回忆

录的想法；又因往事繁杂、时隔久远，我不知从何下手；加上农事劳

作及家务缠身，迟迟未能动笔；直到退休十三年后，我终于拿起了

笔，利用雨天、晚上和农闲时间，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断

断续续竟然花了八年时间。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是赶上了伟大的历史变革，享受了激情澎

湃的美好时光；最自豪的是积极投身时代洪流，紧跟共和国成长的

脚步一路前行；最欣慰的是经历了四十年阳光风雨的洗礼，无论是

酸甜还是苦乐，都已成为了美好的记忆。

回忆往事，我收获颇丰，自认为很有意义。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其一，对自己一生的工作经历，做了全面回顾，作了理性梳理；

其二，往事越千年，从头历数，自娱自乐，充实了晚年的生活；其三，

为子孙留点笔墨，传承一点精神；其四，为地方修史提供一些参考

资料。

拙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自己的记忆、有关人员的座谈和多年

工作累积下来的记事本。写作方式上，主要是以时间演变的大致顺

序，简要介绍时代背景，概要叙述亲历的事件。全书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追溯投身时代洪流的工作历练； 第二部分怅然回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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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往事；第三部分记述任职莲湖的创业岁月。写作原则为：坚持实

事求是，尽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拙作成稿时，正逢我八十一岁生日。 四十年来经风雨，八十头

上忆沧桑，我止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由于时间跨度大，可供参

考的资料有限，对一些事情发生发展过程的叙述，可能会出现详略

失当或不够准确。未尽如人意之处，相信会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批评

指正。

2010年农历八月廿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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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投身洪流 历练成长

1929 年农历八月廿一日，我出生于鄱阳县莲湖乡汪家村的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母共生养了五个子女，我因排行老大，格外受

到疼爱。 解放前，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做木工与租种田地维持，

可想而知，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家庭虽然困难，父母双亲却很重视

教育，他们克勤克俭，想方设法供我读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

村，农民的日子都很拮据，农村教育非常落后，能进学堂念书的人

很少。 我因父母的开明，童年时期就进了私塾学习文化知识。 父

亲为了让我多读书，经常利用走村串户做木工的机会，为我搜集各

种古书。 他老人家曾用一担米的代价，为我换来了一套《御批通

鉴》，共有二十本历史典籍，让我受益颇多。因本村私塾只开设低年

级课程，我后来辗转孙坊、山背等地继续求学，前后历时 9年。虽然

是断断续续学习，但也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书籍，接受了比较

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

我读书期间，家中缺少劳力，尽管父母辛苦操劳，但家境仍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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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 我便经常向私塾先生告假，跟着父亲下地干农活，有时还跟

着父亲入户做木工。 父亲曾当过轮流甲长，我年龄稍大后，曾代理

父亲入户收取过保甲经费。 我成年后曾和二弟柏水一起与人合伙

在鄱阳湖边的忠臣港开过小商店，到县城贩来日用小商品，卖给过

往的船民，借以增加家中收入，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活。

1949 年 4 月底，解放军南下部队的一个连队进驻鄱阳湖中最

大的湖岛———“莲湖”后，立即发动群众推翻了旧社会的封建统治，

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我就是在这一年的 9月投

身时代洪流参加革命工作的，从此拉开了本人历练成长的序幕，开

始了在阳光中前行、在风雨中成长的工作历程。

2



一、解放之年始工作 战士推举掌农会

1949 年 9 月的一天，解放后新成立的鄱阳县第七区要召开全

区农民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名额按照当时仍然延用的旧社

会地方保甲体制[1]分配。我和李家村的李昌柏同志一起被乡亲们推

选为农民代表。

我能顺利参加全区农民代表会议， 说起来还有一段颇有意思

的故事。

历史存在惯性，新旧交替易生惶惑。 我的家乡刚获得解放，大

多数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甚清楚， 解放军来了以后，“改朝换

代”的各种传闻在农民中间满天飞。 当时社会上盛传“凡去区上参

加会议的人，都要押解去当兵”的消息。刚解放的莲湖，国民党统治

时期抓壮丁的悲惨场景还历历在目，“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

旧观念还有很深的影响。 父母亲非常疼爱我，舍不得我离家外出，

他们听说此事后，心生顾虑，并劝阻我不要到区上去。我那时年轻，

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向往，很想去参加会议。 为争取父母亲的同意，

我做了许多解释，但还是消除不了他们的疑虑。 情急之下，我便将

在孙坊村建造碾屋时遭地方势力欺负、 被蛮横驱赶并被强行夺走

工具的事情捅出，以此劝说父母：只有有了新政府，我们贫苦人家

[1]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 保甲编组以户为
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刚解放时，莲湖地区还
未成立新的村级组织，仍利用旧社会的保甲体制开展农村工作。

第一部 投身洪流 历练成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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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出头之日。 父母双亲终于想通了，不仅不再阻拦，还鼓励我要

好好参加会议。 孙坊村建造碾屋之事，说起来有点话长。

解放前夕的 1949 年 2月底，我随父亲、叔父及师兄等人一起，

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孙坊村建造该村村民碾米用的公共碾屋。不料

遭遇上了上风岸 7人木工团伙，他们依仗孙坊村的财主亲戚，强行

抢夺碾屋的建造工作。 我们虽然据理力争，但他们态度蛮横，毫不

讲理，不仅武力驱赶我们，还抢走了我们的木工工具。 我们势单力

薄，有理无处说，只得撒手作罢，但又心有不甘。 时隔不久的 4 月

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鄱阳县城，随即分兵各地，建

立农村政权，巩固革命成果。 其中一支解放军连队开到了莲湖，很

快帮助莲湖人民成立了新的乡政府，湖岛上开始洋溢着新的气象。

这时有个师兄提出：“上风岸木工仗势欺人，无端抢走了我们的锯、

斧、刨等工具，害得我们做不了事。 现在解放了，有讲理的地方，我

们要到新乡政府去申冤告状。 ”但推举谁去呢？ 刚从旧社会过来的

农村人哪有见官的胆量，因此没人敢去。 师兄们推来推去，最后竟

推到我头上，理由是讲我读过书，能够说得上话，可以讲得清道理。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 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 为了讨回公

道，我果真壮起胆子，到新乡政府去反映情况，请求领导伸张正义，

解决问题。

新乡政府设在莲湖中心地带的慕礼村。我来到时巧遇好机会：

区政府副区长李仲金同志恰好来到莲湖乡检查工作 （我后来才得

知他是一位随军南下的老资格干部）。我向乡长张正家同志反映情

况时，他也在旁边听。 我说的是方言土话，李仲金同志因是北方人

听不太明白。 他走到我面前问：“小鬼！ 你刚才是讲什么呢？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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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蔼可亲的样子，我便将前不久在孙坊村建造碾屋时，被依仗有

钱有势财主亲戚的木工团伙蛮横驱逐、 抢走工具的事情重说了一

遍。 没想到这位南下干部疾恶如仇、脾气暴躁，他听到“有钱有势”

几个字时就火冒三丈，当即责成乡政府严肃处理，并交待乡领导不

仅要将工具追回，还要求由我们建造碾屋。张正家乡长当即派乡干

部张象裕同志去孙坊村处理，很快拿回了抢走的工具。我高高兴兴

地回家告诉父亲，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点头说：“新政府为

穷苦百姓做主，真是好！ ”

解放后新成立的乡政府为普通百姓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的行

为，使父母亲放心地让我去区上参加会议。

区政府主办的农民代表会议， 是放在双港乡赵家湾村祠堂里

召开的，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征收公粮。 散会后，我立即赶回找到伪

保长[1]，要他马上召集各位甲长开会，迅速落实区政府下达的征粮

任务。 在随后召开的保甲长会议上， 我认真传达了区政府会议精

神，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 大家商量好征粮办法后，民主推

选我为征粮评议员，全盘负责征粮工作。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不

重，广大农民对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非常拥护，农户们都按照

评定的应征公粮任务数，积极踊跃送交稻谷或黄粟入库。我们这个

村仅十天时间就足额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征收公粮期间， 驻龙口的解放军连队每天都派出小分队到

农村搞政治宣传。战士们在粉刷一新的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主要

[1]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解放前产生的“保长”已失去合法性，示以“伪”
字加以区分，这是当时的普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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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等等。解放军战士刷写标语后，又向农民群众表演短小

精湛的文艺节目。我对此既感到新奇又充满了兴趣，积极参与解放

军的活动，并主动向观看的农民群众讲解相关内容。我情不自禁的

行动赢得了解放军战士的好感。

有一天，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到我家，热情地邀请我到部队驻地

去玩，我兴奋地接受了邀请。 刚走进连部，刘连长和郭指导员就热

情地迎上来与我握手，招呼我坐下来之后，随即与我亲切谈话。 在

询问了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后， 二位部队领导提出要帮助新解放

区建立新的地方政权，即成立农民协会，要我当农会主任，并暂任

伪保长当副主任。

我原是怀着好奇之心去部队玩， 没想到连队首长却要我当农

会主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年轻的我未见过大世面，一时弄不

懂“农会”的意思，不晓得“农会主任”要做什么事，心生忐忑，不敢

接受。 郭指导员见我推辞，便反复对我进行教育引导，他对我讲：

“解放军会为你撑腰，你大胆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

过了几天，郭指导员亲自带了几名战士来“十三保”[1]的藕塘村

召开保甲长和农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农民协会，选举我为农民协

会主任，暂定伪保长为副主任，并经代表提名叶地喜同志为村长。

此次会议决定：将第“十三保”改名为“第十三村农民协会”。我就这

样因缘际会当起了村农民协会主任，开始了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

历程。

[1]“十三保”，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制定的农村地方组织名称，管辖的范
围包括现在的龙口、爱民两个村民委员会，共计七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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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军队两重天 农民群众感受深

莲湖西北部的“龙口”，是鄱阳湖上的咽喉要道，它上连赣东北

与安徽、福建两省广大腹地，下通长江战略水道，与南昌、九江等重

要城市相隔不远。在大宗货物高度依赖水路运输的时代里，东来西

往经过“龙口”的运货船只川流不息。

“龙口”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历代兵家的重视。元末明初朱元璋

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争夺天下时，此地曾是主战场，双方集结兵力

在此反复争夺，伤亡无数也在所不惜。朱陈大战留下了很多传奇故

事， 至今在湖区广为流传， 成为了鄱阳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也给后人留下了探寻研究的丰富空间。

1942 年农历四月中旬，侵华日军乘大型兵舰沿鄱阳湖水路进

攻龙口，驻防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未予抵抗就自行溃散。随后日军将

兵舰停泊在离岸几百米的小鸣湖中， 派出士兵乘小汽艇侵入湖边

的汪家村。 一群日本兵身背上了刺刀的步枪，手拿木棍，在村庄内

恣意捉猪抓鸡，我家的狗见状对着他们狂吠，立即遭到枪击。 日本

兵抢劫鲜活畜禽后，又寻找年青女子奸淫，所幸全村妇女事先已逃

走。但山背村的朱松山未能逃脱恶魔的侵害，他为避免其妻遭受凌

辱，急忙驾驶一条小木船来汪家村岳父家接妻子回去避难，回程途

中，遭日本兵拦截射杀，当场死于小木船中；还有从县城运货回来

的汪前齐（外号‘黑卵子’）正将船靠岸时，遭日本兵无缘无故开枪

射击，中弹后倒在船桅旁，不久身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依然重视龙口，并在此驻扎了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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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连的正规部队。国民党军队刚进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着实高兴

了一阵子，群众以为有了政府军队的靠山，鄱阳湖上的匪患会得到

根除，社会秩序会好起来，从此过上太平的日子。 没想到国军官兵

强迫驻地群众无偿提供柴火、蔬菜等生活物资。附近各村的保甲长

们为了息事宁人，只得向村民无偿征集。 1947年，我 18岁时，曾代

父亲挑了一担柴去，我肩挑很重的担子走了好几里路，累得够呛，

但国军官兵连一句客套的话都没有。 一些国军官兵还经常荷枪闯

入附近的村庄，蛮横骚扰百姓。 有一天，几个国军士兵到汪家村要

东西，村民汪茂才说话不小心顶撞了他们，国军士兵恼羞成怒，竟

然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汪茂才家的柴屋。 围观的群众眼睁睁看着

一栋完好的柴屋被烧毁，关在里面的一条耕牛来不及解开缰绳，被

大火烧得惨叫。老百姓对国民党官兵敢怒不敢言，但内心都在盼望

“瘟神”早点离开。

1949 年 4 月底，解放军来龙口驻扎后，情况很不一样，完全是

两重天。 解放军战士态度和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向当地群众

宣传政策、宣讲形势的同时，还扶贫济困、伸张正义。因此很快得到

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

刚解放时的鄱阳县，境内土匪猖獗。北部的山区有以李逢春为

匪首的“九路军”祸害百姓，为保护当地新生的地方政权，牺牲了不

少解放军干部战士；西部的鄱阳湖中有长山“独立团”水匪为患，曾

在湖中抢劫过解放军运粮船， 并残忍杀害了随船押运粮食的解放

军战士。因此驻扎在湖区的解放军部队还承担了清缴枪支、剿灭土

匪、消除匪患的军事任务。

1949 年 5 月上旬的一天，解放军来汪家村清缴枪支弹药。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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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在进村的路上捡到一张诬告我家隐瞒枪支不交的字条。 解放

军战士警惕性很高，当即来到我家，要父亲交出枪支。 父亲一头雾

水，不知祸从何来。 当他知道被人举报时，非常气愤地说：“真是人

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天大的冤枉！我是一个做木匠的贫苦农民，

哪有钱买枪？ 买枪又作什么用！ 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有人诬告陷

害我。”因事关重大，解放军将父亲押解到新成立的乡政府审问。在

审问过程中，战士们始终是说服教育，没有逼供，更没有打骂，还给

父亲安排了吃住。由于审问多次没有结果，又将父亲押解到解放军

缴枪剿匪驻地———双港区马鞍山进行审问。 父亲在此巧遇莲湖乡

下岸村的张沅芝同志，他当年参加了解放军，刚好随部队驻扎在马

鞍山。张沅芝与父亲熟识，当他知道父亲因涉嫌隐藏枪支被押来审

问时，就主动上前作证明，他说父亲是他邻村人，出身贫苦善良人

家，以做木匠为生，没有任何不良的历史问题，不可能私藏枪支。解

放军战士通过数天的多次审问， 早已对举报父亲私藏枪支的事情

产生了疑问，经张沅芝同志这样一讲，解放军最终相信了父亲的清

白，并将他无罪释放。父亲离开前，解放军对他好言安慰，并嘱咐他

回家后要好好做事。 父亲安全回家后，村民们都觉得惊奇，大家都

说：“若换成国民党的军队，不死也要脱层皮。 ”解放军这种不冤枉

好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父亲感激涕零。 从此父亲对解放军

充满了好感。

1950 年 3 月春耕来临之后，农民们开始忙碌各种农活。 驻扎

在龙口的解放军连队，经常派战士下农村帮助农民搞农业生产。我

因是村农会主任， 战士们来汪家村时都是由我安排到需要帮助的

农民家干农活。我村绝大多数农户的田地都很少，并没有多少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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