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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前言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
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
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
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
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
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
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
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
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
。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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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内容概要

《岁月如流:我这八十年》记述了作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坎坷曲折的人生履程。小学时频繁
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在贵族中学曾因骑马遭遇蒋介石座驾而受惊摔伤；在北大时参加过学生运动，
也曾跻身上层社会青年男女的社交圈；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和女友山水阻隔，音讯杳然，完全失去了
联系。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法官，办理过种种鲜为人知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改革开放后，他曾执教于云
南大学法律系，退休后还做过律师。
作者在此书中忠实地记录了在历史大变迁中个人起伏跌宕的复杂经历和哀乐悲欢的生命体验。
《岁月如流:我这八十年》列入“人与岁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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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万安，1927年生于重庆，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政治系。1950年代在云南嵩明、寻甸等
地做法官，见证了新中国早期种种案件。后来还做过教师、编辑等。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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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书籍目录

前言 句句是真话第一章 从小学到中学 一 忠孝世家  二 我的父母  三 童年往事 四 中学时代 五 同学年少
第二章 从北大到云大 一 就读北大  二 政治民主  三 上海度假 四 我的女友 五 一往情深  六 来到昆明  七 
借读云大第三章 从法官到律师 一 人民法官  二 祸从天降  三 土地改革 四 政治运动 五 审判工作 六 肃反
审干 七 律师工作第四章 从反右到四清 一 反右斗争  二 三面红旗  三 上山办场 四 一中教书  五 平叛工作
六 感情风波 七 四清运动第五章 从“文革”到结束 一 “文革”初期  二 突然结婚  三 两派对立 四 我的
困惑 五 大祸临头 六 人生低谷第六章 从教师到教授 一 拨乱反正  二 调来云大  三 父亲平反 四 我的家人 
五 出版工作第七章 退休后做律师 一 退而不休  二 不战而胜  三 无罪辩护 四 律师职责 五 毒品案件 六 行
政诉讼 七 助人为乐 八 八十大寿

Page 5



《岁月如流》

章节摘录

元朝末年，祝氏始祖真公，曾任浙江省同平章事，至正末年(公元1368年)任统兵，住在金刚台，知道
元朝气数已尽，不可能再有作为，就打发他的一个儿子外出避难，自己跟随元顺帝去了北方。后来与
明朝大将李文忠大战，终于战败身亡。这事在《纲鉴纪事本末》中有据可查。我有个表叔祝朗轩，又
名祝宗彝，曾经过居庸关，看见山上刻有始祖真公亲笔书写的摩岩大字“忠臣至死不变心肠”。表叔
的儿子祝鼎彝就托人到该处拓回始祖真迹，不幸在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7年)逃难期间，遗失在湘黔
公路途中，虽曾向公路局追索，但由于兵荒马乱，始终无法追回。不知现在居庸关高山之上是否还能
找到这几个大字。    始祖真公北上以后，留下一个儿子在南方，辗转迁徙，到了河南固始，入赘赵家
，名叫赵公。赵公有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清公，天性诚笃，小时候就听说他爷爷真公北上以后，
与明朝大将李文忠作战殉难，祝氏门下后继无人，多次向父亲请求让他归宗祝姓。赵公说：“这也是
我的宿愿，你能胜任，应当由你归宗。”不久以后，赵公去世，葬在邑东青峰岭(西峰庙)。那时清公
才十岁，一个人到处奔走，向亲友诉说父亲的宿愿，请求归宗祝姓。然而，赵家族人不愿将西峰庙的
田产分给清公，一直不同意归宗。于是，清公只好向官府起诉，请求归宗。由于官府包庇赵家，始终
无法解决。后来，正好碰上某御史巡按到该地巡察，清公知道后，独自冲上前去，拦住御史大人乘坐
的轿子，喊冤叫屈，痛哭流涕，大声呼号，跪叩不起，直到头破血流，血溅御史衣衫。御史大人被他
一片孝心感动，亲自受理此案，清公才得以归宗祝姓。    从此他在固始自立祝氏门户，死后也葬在青
峰岭。他的后代支庶繁衍，到明清时期已有祝半城之称。后来，虽然家道中落，而散居四乡及商城、
霍邱、立煌等附近州县的，仍不下数千户。    从始祖真公北上，二世祖赵公迁居固始，入赘赵家，三
世祖清公归宗祝姓以后，我祝氏门宗代代相传，人口众多，支系分立，历来都是以耕读为主，居家不
求闻达。直到九世祖昌公在清顺治己丑年(公元1649年)考中进士，从此科甲联绵不断，尤其是乾隆、
嘉庆年间最为兴盛。至嘉庆甲戌年(公元1814年)，考人翰林院的进士就达四人，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
的事。    大家知道，中国封建时期实行科举制度，只有读书才能做官，但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否则即
使很有学问，也当不了官。你要当官，首先要经过乡试，考上举人，这叫中举；然后要经过会试，考
上贡士；最后要经过殿试，上京赶考，由皇帝面试，考上后才能成为进士。不过，举人、贡士、进士
只是一种资格，有如一种学术职称，而不是一种官职。取得了这种资格，才有被选拔为相应官员的可
能。明清时期，每年从进士中选拔少数几个人人翰林院任学士，负责修史、编著图书、记载皇帝言行
起居、进讲经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书等。由进士选人翰林院叫“点翰林”，唐宋时期相当于皇帝的顾
问兼秘书，明清时只是皇帝的备用人才，有条件再放出去当官。    九世祖昌公考上进士后，直接被任
命为内阁中书，历任福建兴化府推官、湖广黄州府推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刑部郎中、广西按察司
佥事、右江巡按、湖广辰沅靖兵备道推升太常寺卿、湖广布政司护理，官至湖北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
长)。康熙甲寅年(公元1674年)吴三桂叛乱，兵临城下，昌公含着眼泪晓谕军民，奋力抵抗，终因寡不
敌众，守城力竭，自缢而死。死后由国史馆立传，载于阵亡大臣第一集，在开封府和本邑建有忠义祠
。    十一世祖日敬公官至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原配王氏和继配彭氏都是一品太夫人。    十四
世祖庆藩公，即我爷爷的爷爷，殿试一甲二名及第，留在翰林院任学士，后任山东监司大员，在当时
也是显赫一时的新贵，但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在翰林院时，他和弟弟庆扬公二人还在外面教书，每
月仅收学费花银二两，以补助在京城的生活。可见，先辈即使做了大官，位高权重，仍然两袖清风，
清正廉洁如故。庆藩公的继配高阳李夫人，也是有名的大孝女，在家侍奉亲人，能够在无声无形中事
先秉承亲人的心意，平日言行都严守礼节。庆藩公每天从外面回来，她都要出来迎接，帮助丈夫更换
冠服，即使在寝室里也不随意言笑。庆藩公平时喜欢诙谐，也因她这样严肃感到拘束，不敢和她随便
开玩笑。偶尔问起她来，她就说：“妇人不敬，莫大于亵，小行不谨，大德必亏。”听了她的话，不
得不使人肃然起敬。可惜结婚一百天就去世了。庆藩公亲自为她写了一副挽联：“惟尔孝思知我意，
怜伊宾敬益余哀”。    十五世祖兢公名下有九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祖父。    我祖父祝惠望，又名
祝鹤年，清末来四川做官，历任巫山、荥经、丰都等县知县，客居成都，有七个儿子。最小的儿子祝
宗晓，又名祝永龄，字季与，就是我的父亲。由于我祖父英年早逝，父亲年幼，对祖父的生平知道得
很少。有一天，父亲在外做客，偶然遇见一位老翁。当他听说父亲姓祝时，便问父亲：“过去巫山县
知县祝鹤年是否和你是一家？”父亲说：“是我先父。”老翁立刻肃然起敬地拉住父亲的手说：“清
官有后矣。”于是，滔滔不绝地谈起我祖父的许多德政来，赞不绝口。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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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十九岁考上北大政治系；二十二岁响应政府号召，到云南嵩明县法院任职，一去三十年；告别父
母，远走他乡，去吃苦，去接受革命的考验。这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热血青年标准的人生道路。    这
些到小地方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知识分子”，而后却不幸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靶子。作为一颗“
螺丝钉”，从被钉下去的位置拔出来、离开，几乎不可能，他们走的是不归路。此书真实记录了那个
年代一个边远的县级法院乃至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和政治生活状况。作者曾自云，“难忘的经历，句
句是真话”。和那个时代的宏大历史叙事比起来，这位老者的回忆道出了的鲜活的时代场景，是可靠
的历史见证。    ——熊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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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编辑推荐

十九岁考上北大政治系；二十二岁响应政府号召，到云南嵩明县法院任职，一去三十年；告别父母，
远走他乡，去吃苦，去接受革命的考验。这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热血青年标准的人生道路⋯⋯祝万安
在《岁月如流(我这八十年)》中忠实地记录了在历史大变迁中个人起伏跌宕的复杂经历和哀乐悲欢的
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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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

精彩短评

1、读这本书，让我想起了龚祥瑞的《盲人奥里翁》，用一生的经历串起一段历史～坦诚，平淡，不
矫饰
2、都是选择。。。，国党高官子弟+解放前入北大政治系，要是听父亲话赴美留学，或者北大复课后
回北大上学，还会是书里这个运动中在县城蹉跎大半辈子，退休后絮絮叨叨的老干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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