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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生荣  毛致存

田得霖同志是我俩同窗好友。看了他的《风雨路》，真切而又感人。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为老同学这部作品说几句话。

《风雨路》是一部回忆文学。所谓回忆文学，就是作者用自叙性的文

字撰写的自传或回忆录。

一个人上世以来，必然与时间同步而行；那么他的人生之路，也就必

然同当时代那段历史融合在一起。他既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那段

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所以说撰写回忆文学，只要作者能够摒弃美化

个人之嫌，实事求是地以自己人生做底子，讲经历，说故事，这样的传

记实际上便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忆。

凡事都要讲个真实。尤其在今天这个以改革、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年代，凡介入文化的人更应该从良知和道德的高度去看待真

实，坚守真实。因为文化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只有

真实的文化，才能陶冶人们的情操，锤炼人们的意志，净化人们的心

灵，引领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便是虚假文化，它只能背离时

代的主旋律，污染环境，混淆视听，遗害人民。正因为如此，那些文坛

斗士、志士仁人才会愤然抨击形形色色的虚假文化。我俩的故乡——甘

肃陇东，东汉时期就出过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叫王

符，字潜夫，远在一千九百年前就在他的《潜夫论·实贡》中讲道：

“夫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老夫子在这里所痛斥的正是虚假

文化，弘扬的便是尚诚崇真的唯物精神。鲁迅先生对虚假文化也曾作过

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瞒”和

“骗”的文化。这种“瞒”和“骗”的文化，对国家、对民族的遗害之

大、教训之深，真可谓罄竹难书。回首历史，远的不说，就从解放之后

说起吧！什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社教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

有这些政治运动，哪一个不是舆论开道、文化引领呢？又有哪一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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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地任意地营造成的一场政治灾难呢？而这每一场灾难，又都以整倒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为代价，到头来又要为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去平

反昭雪。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灾难，又都无一例外地源于虚假。用著名

文学家余秋雨先生的话说：虚假既是邪恶的基座，更是邪恶的帮凶，所

有的历史血泪、人间悲剧，几乎都是在真假这个基点上出了毛病。“人

心恶假贵重金”、“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道理也就在这里。

近三十多年来，共和国能够日新月异，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正是由

于三十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倾错误

入手，破除虚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全面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而取得的。显而易见，没有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大破大立，共和国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昌盛。事实雄辨地

证明：灾难源于虚假，成功在于守真。

本书的作者也是虚假文化的受害者，然而他又是向虚假文化奋力抗争

的一条汉子。要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情形，一览《风雨路》便一清二楚。

作者出生于陇东黄土高原一个偏僻之乡，从七八岁上就给人放羊拉长

工，直到解放，这才上学、工作。他经历过解放前后两种社会，改革开

放前后两个时代；他既是旧中国反动制度的见证者，也是新中国历史的

亲历者。他这一路走来，除了艰辛和劳累，还有苦难、诬陷、批斗、惊

恐中所夹杂着的激情和理想，所有这些恐怕都是下一代人所难以想象、

也无法经历的。作者以真人真事、实事实录的方式，讲自己的流年岁

月，讲自己的人生感受。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篇生平自述，实际则是一段

真实历史的直接讲述。这样的人生传记，有时可能要比一些穷尽心力的

文学创作还有价值，这也正是我俩向年轻一代、尤其是向生活在甘肃陇

东这片黄土地上的年轻人推荐 《风雨路》这部作品的原因所在。

                                                                                      2014年12月于兰州

序

注：刘生荣、毛致存是作者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刘生荣先后曾任平凉、武威地

委副书记，定西地委书记，甘肃省监察厅厅长、中共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

记。毛致存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曾任新华社西宁分社副社长、济南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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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而来，从第一声啼哭到白发压顶，最后

又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整个过程，犹如一梦，一闪而过。平时

尚不觉得，但当你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

真切。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已逾古稀之年了。过去常听老人们叹息“六月”、

“七日”、“八时”。就是说人活到六十岁，就活了月月，这月就说不

上下月的事了；而到了七十岁，就活了天天，今天连明天的事也说不清

了；至于到了八十岁，那就活了时时，这一个时辰还好好的，说不定到

了下一个时辰就会挥手与世告别了。我对老人们这些炎凉悲观的说法历

来都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从未认真地想过。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还年轻，童年好象就在昨天。直到2006年5月，小我四岁的老伴突

然病危，一月之间转了四家医院，做了五次手术，这才从死亡线上拣回

了一条命。她这一病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这个染有鼻咽瘤、肺气肿、

冠心病等多种疾患的人突然感到了老，感到了“六月”、“七日”的威

胁；也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轨迹快要接近终极，说不定某一天就会

画上个句号。从此时起，我便想起了后事，也想起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

历，许多往事便萦绕在心头，浮现在眼前。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过去

的七十余年，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自己来说却是

漫漫的一生。那么自己的一生究竟是怎样度过的？为国家为人民都做了

些什么？特别是在极“左”路线主导的那段漫长的时光里，是不是也曾

作过恶、伤害过他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为了给后人作出一个交代，

我不禁放开拘谨的目光，拓展理性的思维，认真地回首起前尘来，最终

便积累起了这么一篇文字。

本文以我为主线，侧重记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的生平，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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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的生平，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的人。

我儿时家寒，饥肠饿肚受尽了苦。打我记事时起就在家喂猪放羊，八

岁上便给人当起了放羊娃、尕长工，直到解放。是党把我从水深火热之中

救出，培养成长起来的。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党的恩比天大，情似海深。饮

水思源不忘本，忠诚于党为人民，就成为我处世待人的思想根基。

人的行为总是受着思想的指导和支配。既然忠诚于党为人民是我的行

为宗旨，那么堂堂正正地做人，诚诚实实地待人，公公正正地处事，认

认真真地工作，就成了我一生的道德规范，做事准则。本书与其说是一

篇生平自述，不如说是自己对平凡人生的一份答卷。怎么做人？怎么作

事？就是我注入给本书的内涵和主题。

怎么做人？怎么作事？这是每一个人上世以来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不

管他愿不愿回答，但从他有了思维能力那天起，实际上就在用自己的行

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回答，直到最后一息。那么，我究竟是

怎样回答的呢？透过《风雨路》这篇文字，就不难看出尽管我自身也还

存在着不少毛病和缺陷，但这些毛病和缺陷都没能影响和动摇我做人做

事的根本理念。这个理念是什么呢？两个字——奉献。为了党和人民的

利益勤奋工作，无私奉献，便是我辛劳一生的慰藉和感言。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在中学语文课里学习了毛主席《为人民服

务》这篇著作，“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从此便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

心底；“文革”前夕，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见报，我饱含着感动的泪

水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小册子从此便揣

在了我的怀里，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于是，张思德、焦裕禄精神一直以

来就成为我同群众肩并肩、心连心、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原动力。

多半个世纪的奋斗实践告诉我：为人民为社会无私奉献，对一个共产

党人、国家干部来说，既是一种精神，又是一种境界；既是一种担当，

又是一种责任；既是敬职敬业、唯民是命行为和品格的必然展现，又是

追逐远大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和积累。所以说，无私奉献是每一

个党员干部都必须拥有的品质和作风。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

一分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自称是人民的公仆。然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

的人民公仆，就必须时时刻刻坚守一条底线，那就是心里要始终装着人

民，时事要想着人民，把人民的福祉视为最高利益；就必须时时刻刻牢

写
在
前
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路

F
E

N
G

Y
U

L
U

风雨

3P记一个宗旨，那就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好一个合格的人民勤

务员；就必须时时刻刻恪守一个行为准则，那就是只求奉献、不谋私

利，只求群众满意、不计个人名利。只要这样做了，那就必定会做一个

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

的人。

这，就是我通过生活、工作的实践，对怎么做人、怎么作事这一问题

的理解、体会和答案。

再说我的经历。概括地讲，我这一生是从社会的大动荡、大转折、大

变革中走过来的。

我出生于国难当头的抗日时期。童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

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度过的。既遭遇过战争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又经历过

黎明前那最黑暗的一幕。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中华民

族前途和命运的两大转折，也是我儿时所经历过的最欢欣鼓舞的两大盛

事。前者是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

利，雪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中屡战屡败的民族

耻辱；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所取得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无现成经验可搬。我们党在领导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就难免出现错误。其

中比较严重的错误有两次：一次发生在以“大跃进”为标志的1958年到

1960年，造成了三年生活困难；一次发生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

1966年到1976年，造成了十年动乱。这两次大挫折都是由于我们党在独

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所造

成的，也为我亲身所经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实施了

改革开放伟大战略。我们中华民族从此便迈上了强国富民之路。改革开

放的三十年，是神州大地大变革、大腾飞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我既是

一个经历者，更是一个践行者，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重点之一。

我是在庆阳这片黄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一名地方干部，一辈子都在

这片黄土地上奔波。我在上面所列举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都是这片

黄土地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我在这里所陈述的每段经历，也都是这片

黄土地从昨天走到今天所踏过的一个个脚印。所以本书与其说是一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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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传记，倒不如说是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故乡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

史所作的粗浅回忆。如果说故乡的年轻人从这里能够或多或少地了解到

脚下这片黄土地当时代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变革之路，从中受到一

些启迪和裨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本书的后面还附录了庆阳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尤志芳同志撰写的

报告文学——《一位女教师的人生追求》。其主人公正是我的老伴李素

芬[1]。她是一位模范教师，全国劳模。十六岁师范毕业就步入教坛，直到

退休。她一生爱岗敬业、爱生如子、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带着肝硬化

的疾患坚持教学四十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

忍受的痛苦，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撷

取了她教书育人的一些工作片断、教涯轶事，扼要而又概括地叙述了她

的执教经历，叙述了她孜孜不倦为之奋斗的人生追求。我其所以要把这

篇文章作为本书的附录同时发表，真实用意是想借此机会来表达我对老

伴的深切怀念。

                                                                                           作    者

                                                                           2014年12月于西峰

[1] 老伴李素芬已于2012年11月病逝，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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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

动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吉鸿昌[1]

路是人踩出来的。每个人上世以来，都在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于

是乎在人世间便踏出了多种多样的路。

路，固然有多种多样，但对我而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踩在自

己脚下的路。这种路不管是笔直的还是曲折的，是平坦的还是崎岖的，

是顺顺畅畅的还是磕磕绊绊的，但它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之

路，是自己天天都得去走的工作、生活之路。另一种便是镌刻在自己心

头的路。它虽是一条无形之路，但它却承载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指导

和牵引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自己人生的梦想之路、奋斗之路。

人生总是和时间同步而行的。时间是宇宙间一位不老翁，它的行程

没有休止；而人生却是有驿站、有终点的。当你离开娘胎的那一瞬间，

你就身不由己地搭上了时间这部高速车，夜以继日地朝着上帝为你设定

的终点奔驰而去。当你意识到生命短促之时，竟然已步入“日落黄昏、

万事皆休”的晚年。不知别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如此。

我在人生路上已经走过了十之八九。在我的记忆里，退休前似乎

一直都是忙忙碌碌，对自己的过往行程从未认真地系统地进行过回顾

和梳理。直到淡出公门之后，诧诧独处和悠闲，让我的心悄然地飞回

到了过去，飞回到了自己曾经跋涉过的时间隧道，这才静下心来去翘

首回望自己所走过的路，去追忆记述自己的流年岁月，去寻觅品味自

己的人生故事。

[1]	引自《吉鸿昌》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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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放羊娃出身的公务员。既没有扛过枪、打过仗、立过什么

战功；又不是什么名人、学者、义士，对国家对民族做出过什么重大贡

献，只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干了一份普通公务员应该干的工

作。正因为如此，我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回忆录

的资格。后来还是重病卧床的老伴说服了我。她认为，我是生在历史大

转折、大变革时代的人，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后两种社会，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时代，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多么不易！然而当代相当一部分

年轻人对此却并不那么清楚，特别是80后的新生代，不要说对新中国成

立前的旧中国知之甚少，就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也并非完全了解，对

今天的太平盛世是经过几代人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得来的道理，在思想

认识上也并非那么清楚。因而，对怎么做才算具有忧患意识，怎么做才

算居安思危，怎么做才算艰苦奋斗，怎么做才算珍惜改革开放成果，怎

么做才算真正坚持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诸如这样一些至

关重要的问题，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或者不以为然，或者说起来明白，做

起来糊涂，这就难免出现“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嘴里吃着肉还骂

娘”的怪现象。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从思想认识上真正弄清楚上述

一系列重大问题，真正当个明白人，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老

伴劝我还是耗费点心力和精力，争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作为

一份历史资料留给后人，对他们的成长不能说就没有裨益。

老伴的鼓励终于打开了我思维的窗户。我坚定地认为：决不能让子

孙后代忘记过去，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

才动笔写出了下面这篇文字。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初稿被一些同志包

括省市一些作家、学者看过之后，都说作品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

结构严谨，情节感人，褒勉鼓励予我。他们认为，透过我的人生经历，

不仅可以看到脚下这片黄土地所留下的一些脚印，对当地的年轻人了解

家乡近百年、特别是近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无疑是一个借鉴和帮

助，而且对当前倡导广大干部继续开展学习焦裕禄、搞好思想作风建设

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建议我修改出版这本书。我正是在他们的劝导之

下，再一次拿起手中这支笨拙的笔，开始《风雨路》修改的。

还是言归正传，说我的人生之路吧！悠悠岁月，憾然而过。回首前

尘，我这一程走来真可谓风风雨雨，好不容易啊！用一位老前辈的话来

概括，那就是“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

名欤？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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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溯   祖

“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所

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

                                            ——奥斯特洛夫斯基[1] 

[1]	引自《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第一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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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    乡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

哪道弯里有个董志原哟？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三十三道弯里有个董志原哟。

人都说董志原是个好地方，

好在那垯你唱一唱哟！

她是陇原的大粮仓，

八百里秦川也比不上哟。

……”

这是我儿时唱过的一支

民谣，至今记忆犹新。

歌儿里唱的董志原，就

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

一生中挚爱眷恋着的故乡。

关于董志原的来历，民

间传说不少。据考古学家研

究论证：大约在两百五十万

年前的大黄土时期，强烈地

西北风将蒙古高原的砂土吹

向东南，在华北、西北飘落下来，长期积累，最厚处达到百米以上。后

经地壳强烈运动，便拔地兀隆起一个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随着历史长

河的漫漫流逝，悠悠岁月牵引着这块巍巍高原在行进途中，不知经历过

了多少次地震裂陷、洪水冲刷，最终骤然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支离破碎

的残原丘陵沟壑区。董志原便是这些残原中最大的一个，也成为当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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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球村里的“黄土第一原”。

董志原位于黄河中游陕甘宁三省区的结合部。当汹涌澎湃的母亲

河——黄河穿越宁夏河套，流入陕甘丘陵峡谷之后，董志原就横陈在她

的南侧。它东靠子午岭，西邻六盘山，屹立在这两座大山中间的数万平

方公里的丘陵沟壑之中，像挂在高山顶上的一轮秀丽的明月，显得格外

独特壮观。

董志原平均海拔一千四百多米，总面积九百一十平方公里。平畴

沃野，广袤无垠。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和煤炭，是

当今我国第一大油气基地、西部煤都；地面盛产粮、油、瓜、果，号称

“陇东粮仓”、“瓜果之乡”。历史上素有“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

原边”的美誉。

董志原又是世界上一个典型地黄土高原“窑洞民居之乡”。由于这

里土层深，黏性强，挖窑洞省钱便捷，坚固耐用，冬暖夏凉。所以自古以

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习惯于居住在土窑洞里。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

许多专家、学者慕名前来参观考察庆阳的黄土窑洞，研究探索这里地质地

貌的特点和奥秘；国内外游客也蜂涌而至，前来观光旅游，一睹“黄土高

原窑居之乡”的风采。于是，黄土窑洞就成了庆阳一大旅游资源。

董志原又是庆阳市的地

域中心，古老而又文明。说

它古老，是因为它是中华民

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远在

二十万年以前，先民们就开

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七千多

年前就有了早期农耕文化。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曾在此与

中医鼻祖岐伯论医，成就了

中 国 第 一 部 医 学 巨 著 《 黄

帝内经》；周先祖不窋曾在此“教民稼穑”，开创了先周农耕文化的先

河，奠定了周王朝兴盛的根基。董志原及其所在地庆阳市，正是以它那

深邃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五彩斑斓的文化蕴藏，汇集成了一幅博大恢宏、

异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在此孕育发祥的漫漫轨迹，也

揭示了古往今来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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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志原的中央部位，有一座新兴城市——西峰[1]，它便是庆阳市的

首府。因它地处古长安西北的高原之上而得其名。

我的家就在西峰城南十公里的董志镇。这里是董志原最宽阔的地

带。北高南低，地势平坦，瞭望四方，尽极天边。南北有凤甜国道纵贯

其中，国道两侧便是平展展的沃土农田。农民居住集中，多以宗族建

村，连片居住。村庄周围杨柳成林，蝉鸣莺娇，风情万钟。每逢春末夏

初，田野里金灿灿的麦浪与村庄里绿油油的林荫相互衬托，交相互映，

那宜人的风光犹如江南，又胜似江南。每当我想起儿时迎着初夏艳红的

骄阳，在那繁花似锦的田野里扑蝴蝶、捉蚂蚱的情景，真让人如醉如

痴，感慨万千。

那时候董志有一座古城。城墙两丈多高，一丈多厚。绕城掘有一

条一丈多深的城壕。东西南北四道城门之上建有城楼，城门之外筑有土

桥，人们只有通过土桥才能进入城内。这座古城是清穆宗同治十二年，

即公元1874年为新设的董志分县修筑的县城，1879年竣工。实际上清同

治年间设立的董志分县，到民国三年就撤销了，董志作为一个农村小镇

一直沦落下来。直到“文革”期间，城内还只有一座古庙、一所学校和

公社几间办公室。街上虽有两间门市部，但因行人稀少，也经常关着

门。可见，董志这个荒凉的农村小镇，在省内、市内都是无名之地。只

因它地处董志原的中心，董志原又因它而得其名。所以走出甘肃，庆阳

市及其首府西峰并不有名，但以董志镇而得名的董志原却大有名气，真

可谓大无名之中的小有名。

在董志城东三公里处有

一座寺院，名曰上觉寺。因

田姓人聚居此地，故取名寺

里田。我就出生在这里。

打我记事时起，寺里田

就住着百十户人家，都是地

道的庄稼人。尽管村庄周围

都是平坦的农田，人均占有

耕地十多亩，但在新中国成

立前这里的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富农所占有，广大贫苦农民无地耕耘，

却成了当地一个有名的佃农村。

[1]	西峰现为庆阳市一个县级区。

寺里田上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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