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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编与序作者丁锡满先生

丁锡满先生简介

笔名萧丁，知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曾任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副部辰、 《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为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辰、

上海植联学会会长 。 从事新闻文化工作五卡余年。 1960 年

代，他的国际讽刺诗配以张乐平的漫画，成为 《解放 日报》

的品牌。 此后，他在新闻、文化工作之余勤奋笔耕，著有

散文、杂文集 《迷眼的乱花》 、 《醉人的红叶》 、 《走笔

大千)) ，序言集《为人作序 )) ，诗集《刺手的玫瑰)) ，新

闻工作文集《猎报五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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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丁锡满

为人作序近百 。 近年因住院吃药加之精力不济， →般已不再答应他人的作芹，之情了 。

然而 ， 当朋友将这一叠村史稿交给我之后， 出于友人情面与对-个村宅历史的好奇 ，我

还是忍不住打开来看一看。这看-就被它 l吸引住了。觉得这本书还真该出， 序言也该写 。

书名 《旺家宅村琵》 。 这个村已经不存在了 。 就是放在早先，这也不是二个村，它

是上海县新泾乡美满村的一个宅院，是个很小很小的居民区 。 但是这本书的意义，恰恰

在于这个"小" 字 。 这么一块小地方，早己淹没在历史的变迁之中，竟还有人能追忆往事，

编写出这么厚厚的一本村史，这就值得大大的称赞 。

中 国历史的发展，好像高空的落体 ， 是有 "加速度" 的 ， 越近越快 ， 如今的上海 ，

己是世界名都。 如今的新泾，西有虹桥交通枢纽， 东联高楼林立的虹桥开发区 ， 己经没

有一点点农村的痕迹了 。 可是在过去，这里是河?兵交叉， ~f陌纵横 ， 牛肥羊壮 ， 泰熟稻

香的农耕之地。 人们有着黄发垂鬓、怡然臼 乐的桃花源-般的和谐生活。 作为现代人 ，

谁还记得这一切昵?我以为，有必要抬起这些记忆: 这是历史 。 现在的中青年，对于历

史知之甚少， 历史就像沪语一样，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 当然会有历史教科书，记载

着清末民初和新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 ， 但是对于一百年前的农耕历史，绝对不可能像《旺

家宅村花》 那么详尽 。 这真是一部无所不有的民俗百科书 。 从村史村貌、村民生活、耕

作方式、民问习俗到方言土泪，应有尽有 。 虽然这里记的只是一个村宅，但从}!主家宅史中 ，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过去 。

如今的年代是居I J变的年代 ， 天在变 ， 地在变，变得更加美好 。 但是我们不能只知今天 ，

不知过去 o 县 11辈县器，村写村史 ， 这是像兴修水利一样重要的文化工程。 也许 《在家宅村花》

的读者面不r' ， 只有新泾地区的居民会有兴趣了解本地的前尘往事，但是对于民宁区 、

七海市，对于图书馆、文史馆来说，绝对是一部必不可少的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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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家宅生产队的往事回忆

(代序)

新泾李培佩和胡敏豪要我为《在家宅村蒜》写上几句话，我欣然答应。拜读了《村

蒜》引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1965 年 7 月我刚从原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现上海师范大学) , 8 月通知我

到上海市委组织部报到。 1965 年 8 月 31 日又到市委党校报到，汇同 65 年全市各大学

的应届毕业生共二百四十多名一起参加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委农村政治部联

合举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结业后 ， 1965 年 12 月， 参加南汇县新场人民公社的"四

清运动" 0 1966 年 7 月市委组织部把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上海市十个郊县的人

民公社工作。我被分配到上海县委组织部，时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潘旭同志找我谈话，

要我去上海县新泾人民公社机关。 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吕景芳同志和组织委员刘光耀

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被分配到公社政工组工作。

年一度的"三秋" 大忙开始了，公社党委要我与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许世明

同志一同到美满大队旺家宅生产队参加"三秋"劳动。 从此，同旺家宅生产队干部和

广大群众结下了令我难以忘怀的真诚情意和不解之缘。

我记得:二到生产队，受到了生产队长在金发的热情接待。我同许主席同住在在

文如家的客堂间里。他们用砖头和门板搭起了两张简易床，床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稻柴，

很暖和。开始了我们"三同"生活(同吃、同住 、 同劳动) ，我俩受到旺文如一家的

深切关心和照顾。后来，因许主席回公社工作，在金发队长又把我安顿在生产队的缝

纫组工作间住宿。他们待我很好。 缝纫组有一张宽大的裁衣工作台，晚上休息，我把

行李铺盖搬到工作台上睡觉，也很舒适。第二天早晨起床，再把行李铺盖搬下来放好，

让他们可以为社员做衣服。一 日三顿饭，队里安排我在生产队社员旺惠龙家里，有时

也到在惠民家用餐。当时按规定一天交伙食费 o. 35 元 。 他们一家对我很是热情， 给予

我生活上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特别是他们家为我烧了许多的好菜好饭:大灶头烧出的

喷喷香的威肉菜饭、红烧肉、河自即鱼汤及新鲜蔬菜等。很好吃，至今难忘。

我记得:我一到生产队就同社员一起参加"三秋"劳动(主要是秋收、秋种、秋管)。

同社员一起参加割稻、收稻、脱粒、耕地、种麦、麦田的田间管理等农活。 一般早晨

开早班，上午和下午是割稻、挑稻，晚上挑灯夜战在生产队仓库场地上，用脱粒机轧

稻 。 后季稻收割完毕后，就用拖拉机耕地、开麦沟、做好头、播种麦子、压稻板麦、

消灭樨子麦等等农活。那时我还是 24 岁的小伙子，队里还让我参加生产队的青年突击

队，我觉得很光荣。突击队的小青年们热情地、耐心地、于把于地教会了我许多农活。

学会了种植稻、麦、蔬菜等农作物的方法和技术，为我踏上农村基层领导岗位， 直到

县委书记指导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记得:我在旺家宅生产队同社员半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不仅学会了许多农业技

术，更重要的是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待人纯朴、真诚;他们

吃苦耐劳、日以继夜、忘我劳动、和那种与土地打交道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艰苦朴



素、勤俭持家的好品德;他们邻里之间相互真诚帮助， 一家有难，全村相帮的好风尚:

他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好民风;他们听共产党话，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国家、热

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好品质，这一切深深地激励着我。

生产队里组织了篮球队，队长是具有文化内涵的在一平和高个子的在纪平兄弟俩。

生产队仓库场地是个标准篮球场。他们篮球队的水平是不错的，在全公社及全县举行

的篮球比赛中，他们每每名列前茅。我也参加篮球队的活动，虽然我水平很差，但有

益身心健康。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在金发队长的热情支持下，生产队又组织了沪剧队。沪剧

队是胡敏豪负责的，他们的演出水平也是很高的，在整个新泾地区和全县也是名列前

茅的，我称是"业余中的专业水平"。敏豪真不容易，他在繁忙生产劳动之余，晚上

抽出业余时间，再拿起劳动人民的笔杆子，创作编写了许多歌颂社员们在劳动中、在

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特别是他当年根据青年们学雷锋编写的小话剧《姊妹俩》。经过

他的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获得当年全市农村汇演一等奖，以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农村、

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总之劳动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深深地教育了我、感染了我，使我受用一辈子。

十分感谢在家宅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

踏上工作岗位，从在家宅生产队起步，我在新泾人民公社度过了十二年的难忘岁

月里(从 1966 年 8 月→二1978 年 8 月) ，我还住过、吃过、劳动过的生产队有:双

泾大队汤更浪生产队、美满大队严家浪生产队、美满大队屈家桥三队、天山大队薛家

库生产队、新民大队南北圆生产队、新民大队南朱巷后场、新民大队北朱巷生产队、

新泾大队冯更浪生产队等八个生产队。我"三同"过的共九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

我的关心、爱护、支持、帮助、教育真是时刻在我心头，难以忘怀的。我借为《在家

宅村桂、》写代序的机会，真心地向哺育过我的新泾公社各级干部和社员们说一声"深

深地感谢你们! "我也要深深地感谢我们敬爱的时任公社党委书记、我的老师吕景芳

同志，让我们永远怀念他吧!

我拜读了这部 25 万字的 《班家宅村蒜)) ，内容详实，文风朴实，真实可信 。 对农

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载详细、生动，字里行间将生产队的纯朴民风跃然纸上，闪闪

发光。为后人留下珍贵的遗产 。

我曾在奉贤县任县委书记期间， 要求各条线写"器"共有五十多册。在任市农

委书记期间，主持十个郊县写"县洁、"工作。洋洋洒洒装满了一大橱。但没有一本是

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写的"益" ((旺家宅村站》还是第一本，也许是全市的第一本呢!

真是不容易啊!让我们深深地感谢敏豪和为本书付出辛勤而艰苦劳动的所有人们!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潮流推动下，给我们留下了→笔

历史的宝贵财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我们的祖辈、前辈们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辛

勤耕耘过，用汗水创造过许许多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让我们明天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姜蟹富

2012 年 6 月 8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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