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春草》梗概

我1943年出生在浙江海盐县西部农村一个极其贫寒的农民
家庭。父母亲共生5女2男，我排行第六。因为家里实在太苦太
穷，父母亲通过大户人家的介绍，将排行第二的我姐在抗日战争
前，送给了上海一家没有孩子的老夫妻俩。送去两年后，姐姐便杳
无音信。

家里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也没能上学读书。我在吃不饱穿不
暖的艰苦条件下，总算艰难地完成了高小学业。1957年，我高小
毕业，经统考，被公办的海盐县沈荡初中录取。

那时能考上初中是相当不易的，考上公办初中，粮食、户口即
由农村迁入城镇，与城市人一样吃国家供应粮。

但是，在学校得自费买饭菜票过日子，住校读3年初中是要花
不少钱的。虽然当时每天的菜金只有8分钱，1斤米饭1角6分。
但是，家里实在无钱供我购买饭菜票，最终总算还是苦苦支撑着读
完了3年初中。
1959年至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

的艰难岁月。1960年，我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被浙江海宁师
范学校录取，就读3年后就可参加工作拿工资了。可是，时值“三
年困难时期”，国家要求我们要为暂时困难挑担子。当我们刚读满
两年师范时，学校停办，户、粮返迁，学生全回乡务农了，发给我们
每个学生3个月的过渡粮，以后全得靠自已。
1962年5月，我从海宁师范学校回到家里，父亲已是重病在

床，奄奄一息。我服侍他18天后，父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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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岁时，哥哥就从家里分出去了，我与父母亲和一个妹妹为
一家。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桩大事就是给父亲办丧事。我父亲
1960年截去了右手中指，1961年截去了整只右臂，当时还没有癌
症叫法，只知道我父亲生了个骨瘤。父亲患病所花去的医疗费用
全靠贷款和向人家借款，所有欠款虽然都记在我父亲的份上，但父
亲去世后就得由我归还。

办丧事的钱哪来？ 向别人借钱，加上亲朋好友和四邻所送的
礼金。邻居送的丧事礼每户人家为1至2角钱，就这样拼凑了起
来办好了父亲的丧事。那时，农村里大多还在靠挖草根、刮树皮吃
过日子。好在我回乡务农时有96市斤的过渡粮票，去粮站购买了
大米和搭配的赤豆，烧赤豆粥加新蚕豆招待亲戚朋友。当时只能
购买一口薄皮棺材给父亲安葬入土。

刚回家，就有石泉完小的校长叫我去学校任教，被我婉言谢
绝。我虽然长得文弱瘦小，但在家里拼死拼活地干重活、脏活，学
习技术活，挣高工分；发展畜牧生产，多挣钱；多得工分多分米，卖
米赚钱还贷。我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先还清父亲看病的所有
欠款，而后，翻建了新房屋终于成家立业。
1964年8月，我在还清父亲所欠贷款的情况下，向个人筹了

些钱，购买了一间旧平房，添置了一些石料，拆除了家里破烂的两
间半老平房，易地翻建了3间新平房。大队、公社干部看我家里新
房子建好了，便上门找我，定要请我去石泉完小任教。
1964年8月，我去了石泉小学，并担任了（五）乙班班主任。

学校领导十分重视我，认为我是科班出身的教师，教学上有经验。
不久，公社党委就把我抽调到公社转播站和公社文化站担任站长，
从此走上了广播事业道路。
1966年2月8日，我走马上任石泉公社转播站、文化站两个

站长职务，实际上就我一个“光棍司令”。转播站是刚新办，文化站
也是个空架子。转播站要发展，靠向每家农户收取广播收听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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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广播事业。我当时每月工资定为30元，拿了10年，以后每年
逐步3元、4元地增加工资。

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转播站建起了全县第一家新站房。以
后几次易名，从石泉公社转播站最后更改为“石泉镇广播电视站”。

在广播电视已经步入良性循环、走向成熟、经济条件在不断好
转、站员收入在不断增加的1999年，县有文件规定，为了解决就业
难，男性55岁就要退养。2000年元旦开始，我被退养离站回家。
2000年3月，我被《海盐日报》聘请为特约记者。
2003年3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退养、退休以后，我被聘请为浙江省嘉兴市社会新闻监督员、

海盐县政协八届文史研究员、海盐县慈善总会特邀信息报道员、海
盐县档案局特邀征集顾问、海盐县总工会新闻中心信息报道员等。
1982年来，我采写的新闻报道，分别被《人民日报》《工人日

报》《农民日报》《中国社会报》《中国档案报》《中华建筑报》《慈善公
益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建设报》《中国纺织报》《中国劳动保
障报》《中国老年报》《新民晚报》《浙江工人日报》《联谊报》《浙江老
年报》《嘉兴日报》《南湖晚报》以及《慈善》杂志、《劳动保护》杂志、
《工会信息》杂志等全国几十家报刊杂志采用的稿件达2000多
篇。2003年，我自费出版了新闻作品集《田野劲草》。

作者：严金祥

20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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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薪火相传，母亲给了我生命，使我生长；父亲却给了我教诲，使
我成长。父亲给了我一种启示，给了我教训，给了我一种暂时无法
理解却受益终身的爱。而这种爱是父亲一生的付出。

在我还朦胧的时候，父亲犹如一座大山，坐在他肩头，我便能
感受到更宽阔的世界。父爱其实很简单。它像白酒，辛辣而浓烈，
让人醉在其中；它像咖啡，苦涩而醇香，容易让人为之振奋；它像茶
水，平淡而亲切，让人自然清新；它像篝火，给人温暖却令人生畏，
容易让人激奋。

父亲爱讲过去的事情，当他萌生写回忆录的时候，作为父亲的
女儿，我也是大力支持，希望更多人了解我父亲的奋斗史。

父亲为写此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是用自已的“心”来完成
这部书稿的。父亲的叙述平淡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他用最
真实的生活弥补这些不足，直接通往人的内心深处，让本书散发着
永久不灭的光芒与正气。父亲的很多事我基本上都听他和别人讲
过，有些还亲身经历过，但现在看到厚厚的一叠文稿，仍然激动不
已。

父亲的叙述囊括了他生活的大半生，记述中的往事都在他的
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书中记载了他一生的奋斗史，一个农
民的儿子在种种磨难中仍坚持不懈的高尚人格。父亲的身影透过
书页层层显现出来，让我觉得如此高大，像黑暗中的明火，指引着
我的一生。

无论是父亲在职时还是退休后，新闻写作都是他生活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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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一部分。他不遗余力地奔走于乡里，采访写稿，始终保持对
生活的热情，以此丰富自已的晚年生活。父亲忙碌了一生，一直为
着家里无私地付出，作为女儿的我，无以回报这养育之恩，只愿父
亲的晚年健康平安。

作者女儿：严佳萍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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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爷爷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写回忆录。
春夏秋冬，走过四季都是诗；天地之间，人生百味皆成文。记

忆是一种美，它是对美好生活的提炼，对几十年生活的感悟。罗素
曾经说过，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我们的一生，正如一个攀登
者、一个远行者的旅程，身后的道路意味着无数个逝去的时间段的
集合。有欢笑，有辛酸，有喟叹，有欣慰，这个中滋味只有自已清楚
明了。而回忆录，正是用书写的方式将这些旅途、记忆、情感记录
下来。无关乎什么经验教训，只是单纯地对自已经历的回顾。

我的爷爷虽然已经年迈，但是他时刻表现出的都是精力充沛。
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境都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唯有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是我们一直需要秉持着的，而我的爷爷就一直以这种生
活态度生活着，我深深地敬佩他。

我的爷爷出生在一个非常穷苦的农家，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在
那样一个物资缺乏、大环境不稳定的时代里，生活的艰辛非我们所
能想象。半饥半饱的生活，很少有的零花钱，破旧的衣服，那应该
是他童年所有的记忆吧。你永远无法决定自已出生的时代以及家
庭，一切的改变与机会的获取全凭自已，这就好像你在做一个孤注
一掷的选择一般，唯有努力与勤奋才能获取另一种生活方式。从
回忆录里读到的、爷爷的那种从小就具备的坚持与自控的性格，让
我很佩服。想起小时候以至于现在，他都经常告诫我的：要静心、
要坚持获取自已想要的，我想，这大概都与他曾经的奋斗史有关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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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拼搏，获取社会地位，成家立业，开始照顾自已
的父母，抚育自已的孩子成长，看着他们走过自已曾经经历的旅
途，这大概是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吧。周而复始，如同一个大圆，代
代相传，永无止息。

爷爷的父亲去世的早，他在自已的父亲弥留之际整整服侍了
18天；后来又送走自已的母亲。他一直尽着为人子女的责任、义
务与孝道。直到自已成为父亲，我的爸爸、姑姑，然后直至他们各
自成家立业。这期间，他出资新建楼房，使我们的这个小家更加坚
实温馨。可以说，爷爷真正尽到了一家之主的责任。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家庭和事业上皆获得
成功。爷爷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时时刻刻关注着身边各种新闻
材料。我从小就经常看见他为获取新闻素材的奔波与投入。他在
职的时候，作为广播站站长，一直都起着带头作用，对职业的坚持
与执着，是爷爷给人的最大印象。特约记者、优秀通讯员都是他扮
演的最成功、闪亮的社会角色。即使是退休之后，爷爷的生活也未
与新闻写作脱节过，他经常动笔，经常奔走，他从未真正退休。

对于我来说，作为小辈，我还远远未能理解到生活的真谛。沧
桑、经历、经验；淡然、从容、坚定，无论是这其中的哪样，都需要经
历时间的考验，而过程能够告知我们一切真相。

岁月流逝，惟愿你健康安定。爷爷。

作者孙女：严轶璐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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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降 临 人 间

1943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戌时，我降生在海盐县西部的石泉
杜家桥王家一户非常穷苦的农家。父亲叫严蔡法（祖籍江苏无
锡），母亲叫朱七宝（娘家在海宁县东庄亭子头）。父母亲见排行第
六的男孩来到人间，脸上露出的是希望和无奈。

在这以前已经生有女孩严珠宝（1927年10月13日生，2012
年8月21日18时许卒）、严翠宝（1929年生），男孩严玉书（1933
年生）现名严少祥（2013年2月13日16时30分卒），女孩严最
宝、严税宝。排行第二的严翠宝在5岁时因为家里太苦，由王家大
户人家、被尊称“长娘娘”以及她在上海工作的丈夫介绍给上海市
一户开裁缝店、自己没有子女的老夫妻俩作女儿。老夫妻俩老家
在松江。父亲亲自从乡下把女儿送到上海。到上海的当晚，上海
新父母给了翠宝一些小银元，她玩得十分开心。父亲在上海过了
两夜后回家。待第二年时，父亲又去了上海看望女儿，翠宝见到父
亲，已经显得陌生，一时不肯叫父亲。从这次见面后家里便与姐姐
断了音讯（经过抗日战争更不知她生死）。后来询问“长娘娘”的儿
子，当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经理部工作的王再生，他回答不知晓。
时至今日仍杳无音讯。在严翠宝身上没有明显的标记，只知道在
她屁股上有一个疤痕。

时隔5年后，严家又生了一女，取名明宝。父母挑起了养育六
个子女的家庭重担。

以 金 命 名

农村因为穷，一些家庭有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小孩普遍生得
较多，但对小孩取名大多不太看重，更不会去咬文嚼字。一般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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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以外婆家姓氏作名字的第一个字，以后就随便起名了。有的
直接把狗囡、猫（毛）囡作大名。但我的父亲对小孩的取名却十分
讲究，头个孩子，外婆家朱姓，就取名珠宝，虽加了王字旁，但音不
变，他要为以后的小孩取名打基础。第二个女孩取名叫翠宝，第三
个男孩取名叫玉书，目的是要把几个小孩的名字串联成“珠翠玉
宝”的好口彩。

第二个儿子的到来，父母当然高兴。俗话说：“有子不怕穷”。
但未知小儿“八字”如何？ 父亲便急急去找盲先生排小儿“八字”。
我生年是癸末年，属羊；生在黄昏戌时。在这个时辰羊吃得饱饱
的，应该是好命运，父亲心里这么盘想。经盲先生一番推论排算，
这“八字”缺“金”，需要补“金”。父亲考虑再三，就给我取名金祥，
指望这块“金”到处发光，吉利祥和。

童 年 苦 极

我婴儿时，母亲用一只奶的乳汁喂养我（母亲的另一只奶头是
“瞎奶头”）。我慢慢长大，母亲就开始给我喂粥、喂饭，为让幼儿增
加食欲，她在粥饭中放一点糖，再长大一点糖就舍不得放了，因为
糖当时是高级调味品，家里也买不起。小孩开始吃和大人一样的
饭菜，有时父母同意在粥饭里倒上几滴酱油，算是在给孩子开小
灶，但粥饭是大人先保证孩子吃饱后才考虑自己，那时农家孩子大
多就这样哺育。

我童年时，总觉得有粥饭填饱肚子就算幸福，在常慕小学读
一至四年级时，几乎每天早晨空腹上学读书。印象最深的是放
学回家吃中饭，大多是咸菜面疙瘩。烧法很简单，把咸菜切碎放
入锅内倒水烧开，把面糊糊一勺一勺往锅里倒，烧熟后就吃。咸
菜既作辅料又省盐，烧时不放油，省油又省柴，那时油紧柴缺。
吃面疙瘩只有咸味没有油香，吃久了便让我大倒胃口，为了填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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