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从潮同志，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中共党员。 1939年出生
于山西省临汾市乔李乡王村。 1960年至 1964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
系。毕业后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自愿报名去内蒙古工作。 1964年
9月至 1974年 7月，在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
了 10年。 1974年 7月调回山西师范学院（现山西师范大学）。先后在教
务处、教育心理学教研组工作，参与筹建教育管理专修科、教育系，是教
育系的创建者之一。 后任教育系副主任，主持工作。 为山西师大教育系
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 3月因病去世，享年 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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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高小毕业 1960年高中毕业

1957年订婚照 1957年初中毕业订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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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山大毕业照1966年

1959年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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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2月春节留影

1962年于太原

1977年

1965年内蒙古通辽马家窝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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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节 1985年与母亲在尧庙公园留影

1984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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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照（45岁）1987 年与原教育系书记李国
璋于兵马俑陈列馆前留影

1984年与高中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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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授课中

1996年 6月与教育系的同事留影于山西师大巨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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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节

2003年 10月 滨河路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07年 4月 30日 临汾古县三合牡丹花会

2008年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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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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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名

“父亲的回忆录该用什么书名呢？ ”

打印、整理、修改、校对……当这些工作接近尾声时，我就常常

想这个问题。

用现在的这个书名，是受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本书的启发，这本

书叫《山坳上的中国》。 关于山坳，标准解释是这样：通常指在跨越

分水岭山脉高处的要隘，山间平地，两山低下处。

其实想来，人生本无坦途，所谓人生不过是不断攀越山坳的过

程。 当我们攀上一个山峰，将山坳甩在身后，甚至来不及欣赏山顶

的风光，另一座山峰便又会出现在眼前，连同你脚下的山峰和远山

间深不可测的新的山坳， 于是又开始了新的攀越。 而具体到每个

人，是可以在山坳里流连、休息，甚至生存、繁衍，将走出山坳、欣赏

不同风光的任务留给后人。

《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先生，将 1988年的中国形象地定

位为在山坳之上，有对现实的无尽忧患，但作者用“山坳上”而不是

“山坳里”， 又有对国家未来的无限期许和万丈雄心———我们不会

在山坳里停留，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们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永不停歇的人， 该自

己攀越的山坳一定自己爬，绝不留给儿女。

父亲所处年代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疑处在山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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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艰难探索跋涉，他作为一名普通知识分子，尽职尽责，望着“光

明的前途”和大家一起“在曲折的道路上”艰苦前行。

父亲所出生的家庭， 又让他处在这个山坳里的国家最底层的

山坳里，他还要带着全家人走出“人造山坳”。

他的一生都面临双重山坳，他的一生都在跋涉。

取这样一个书名，记录一个大时代里一个普通人的艰苦人生。

取这样一个书名，纪念父亲艰难辛劳的一生。

取这样一个书名，激励我们全家从容面对自己面前的山坳。

高军

2012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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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潮是我的大学校友，同年入学同年走上工作岗位。先后调

入山西师大后，多有交往，两家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前半年，老高不

幸病逝，留有书稿。 家人邀我为之写序，欣然应诺。

这是一部自传。老高从家族、家庭写起，详尽地描述了他一生的

所历、所见、所闻、所感。 从中可以见出一个农家成长为大学教授的

坎坷历程，创家立业的艰辛，“40”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一

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和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因此，它既是老高的自传，也可以看做是民族史、家史、

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成长史、新中国发展史。

这部自传，我读了两遍，有些地方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不得

不停下来，等心情平静之后再读。它在我心目中树立起一位令人敬

佩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其性格特征十分鲜明。

首先，命运多舛忠贞不移。 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刚正不阿，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在老高身上显现的尤为突出。他在自

传中总结说：“当年小学教师起的大名是高从荣， 与姥爷李景荣重

叠‘荣’字。姥爷为我改名时说：‘你就跟共产党走吧’。他是国民党，

但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 于是就让我顺应时代潮流， 跟共产党

走，就是从潮。回顾一生，好像是这个名字指挥操控了我的一生。 ”

这是老高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之途很不平

坦。 土改时，老高家被错划为地主成分，直到 1978年才彻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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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极“左”思潮盛行。 父母被戴上“帽子”，屡遭批

斗；作为“地富”子弟的老高，受尽了冷眼、不信任之苦，这在他的心

灵上造成了一生都难以抹去的阴影。即使在那样严酷的现实面前，

老高也能智慧地应对，即相信党关于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

治表现的政策。 言谨行慎，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辫子”，但也决

不做阿谀奉承之徒，坚持“说实话，说真话”。他的原则是“领导号召

什么，我就干什么，谁能把我怎么样？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努力工

作，刻苦学习，不怕别人说自己是“削尖脑袋往革命阵营里钻”。 因

此，在上学期间，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曾被评为五好学生，入了

团。 毕业后，在内蒙古一年实习劳动中被任命为实习队长，结束时

被评为五好实习生。 调入山西师大后，入了党，被任命为教育系副

主任，晋升高级职称。多次获得教师优质奖、模范教师、教书育人模

范、模范党员等荣誉称号。 老高是在与多舛的命运抗争中，不断追

求进步的，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锁定目标谋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对国家而言

的，对于每个人也应如此。要发展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老高从小就有

很强的目标意识。少年时代，坚持走读书跳出农门的道路；大学毕业

时，为解决家属户口问题，主动要求到内蒙古支边；到师大后，积极

寻求家属就业门路；精心安排子女等。老高认为“一个人要有目标，

有了目标还得有行动，那就是具体努力。机会一来，就能实现目标。”

这就是老高之所以能够心想事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法宝。

再次，面对困难坚忍不拔。 自传写尽了老高酸甜苦辣、坎坷的

人生。上学期间正赶上饥饿年代，家在农村的父母也拿不出多少钱

来供应上学；在通辽师院工作期间，生活环境恶劣，工资低，还要接

济父母弟妹……遇到了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种种生活困苦。 面

对艰难险阻，老高方显劳动人民本色，牢记“勤俭”二字，坚持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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