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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前言

生命的密码，每一次排印，都是绝版。    ——《中国微型诗300首·脚印》    提起笔来，想写自己的大
半生，但犹豫有四：    其一，60多岁的老三届，写自传是不是嫌早了点？    其二，下乡插队40周年已
过，50周年尚早，写文纪念下乡插队45周年适时吗？    其三，本人既非名人，更非伟人，一个普通老
百姓的平凡事，人们会感兴趣吗？    其四，自己做了30多年的中学化学老师，写文章不多，能写好吗
？    好在我在农村10年，养成了一种认准目标后不畏困难、坚持到底的韧劲，我相信自己会硬着头皮
顽强地去完成这项对于我个人来说的大工程。    如最终能写好，对自己，是将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进
行一次有趣的梳理：对儿孙，使他们对我这个长辈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对社会，则以一个普通公民
在特殊年代的独特经历为历史提供又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参证。    2013年是老三届们下乡插队45周年。   
下乡插队40周年的2008年时，《上海老年报》举办了一次“老三届的故事”征文活动，历时七个月，
共收稿件2000余篇，应该不算很多。我想，当时的老三届们或还处于繁忙的工作事务中，或刚退休还
没缓过神来，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人生梳理还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    当年，知青作家叶辛在该活动获
奖作品汇编本《青春的印痕》的序言中写道：“到了50周年的时候，这代人都已70上下，不可能再搞
什么活动了。”我同意这个判断。我的多位年过70的老师对我说：“人的老化，70岁是一个明显的坎
。”到下乡插队50周年即2018年，我71周岁，估计能活着，但是否还有写作的兴致和精力，不好说。
不如趁现在身体尚好，思维还算敏捷的时候，不用他人代劳，自己动手写点东西。    既然下乡插队401
司年早已过去，50J司年又姗姗来迟，这样看来，在下乡插队45周年之际写下这本小书也是适时的。    
据了解，我们的后辈人大部分并不知道“老三届”指什么？    这个45年前的常识现在成了非常识，也
属正常。    “老三届”指的是1966、1967、1968年应该毕业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在“文革”开始
的1966年，他们分别是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共六届的中学生，全国的老三届人数按
大多专家的说法是500万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的群体，尽管也出了一批杰出人才，但总体上是倒
霉的一代、失落的一代。    粗略回顾个人的大半生，首先在脑中浮出的一个词是：有憾无悔。    先说
遗憾。    老三届们普遍的最大遗憾是自己该考大学时碰上了“文革”，被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随后
宝贵的青春年华交给了农村的黑土地。我1966年毕业于江苏省泰州中学，这是一所培养了胡锦涛等高
材生的省重点中学，我又是该校历年的一等三好生，按理说，如不出意外，上一所好大学是不成问题
的。但我从1968年下乡插队起，10年后才在1977年底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以县
第三的成绩考取扬州师院，在化学系上了四年，也算弥补了一点遗憾。    我的遗憾还在于从1971年在
农村任民办教师起共从教32年(其中25ff班主任)的工作中，虽然我非常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特别在国
家级示范高中的徐州一中连续九年在自己任班主任的三届学生中开展“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系列指
导，每届三年，并作为徐州一中第一个省级科研课题受到省市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后又由中国矿业大
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两本书(学生用书、教师和家长用书各一本)，我也
因此项工作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徐州市优秀专家，在省内外汇报近80场。但是在全社会近
乎疯狂的“追求升学率”的大潮流中，我的“培养合格公民”和“将高考升学率与素质教育有机统一
”的想法、做法和声音最终被淹没。为此，我曾于2001年5月向当时的胡锦涛副主席以校友的名义求助
，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回了信。实际上，中国教育的顽疾确实不易解决。    遗憾之事还有我日记的散落
。据我1964年8月6日(此时是初中毕业后的暑假)日记中所写：“从1963年3月8日开始记日记，未断一日
”。但下乡插队后，日记有间断，且在高邮农村10年，扬州上学4年，到徐州20余年又多次搬家，40余
年间，日记遗失不少，幸好尚有部分可查。    但我是无悔的。    其一，我这大半辈子对自己该干的事
绝大部分都尽力而为了。学生时代，成绩优异；下乡种地，吃苦耐劳；教书认真，备受好评；我的班
主任工作可以说做到了近乎极致。我59岁仍然带着一个不够分数线的民办班，直至退休，并且在“江
苏省网上家长学校”及“彭城家长网校”上开辟专栏《家长与班主任同行》，每日发布我的工作实录
，一年来共近30万字。我退休后带孙子在游玩中学习的做法在徐州市《都市晨报》刊登后受到朋友们
的普遍赞誉。    其二，我这大半辈子比较完美地处理了工作和家庭及个人健康的关系。我从不承认自
己是工作狂，但我对工作确实是全力以赴的，我曾同时带三个高中理科毕业班化学课并兼一个班主任
，这样的高工作量，在教育界极少，我在节假日常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家访。而我在家中是个好儿子、
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家中来客人，我总是主厨；我和我的儿子曾多次写过同题作文；我曾经连
续六年骑自行车单程近一小时上下班，目的是锻炼身体，在骑车途中我会听听MP3或思考班级工作，
有新的想法我会随时停车记下。我的家庭在外界人评论中一直是非常完满的。我在下放农村期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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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父亲无薪下放，全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娶了当地高中的校花为妻，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多年来有
无数人在我面前夸赞我的大美人贤妻。我们生有一儿一女，他们均大学毕业，并已成家，全家六人工
作均在事业单位，儿女们各为我们生了一个孙子。目前我们有420m2的别墅和汽车，有人评论我们已
达到“中康”水平。    总之，我这大半生有很多事值得写下来。    写给谁看？    首先写给自己看。梳
理一下自己的大半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有时翻阅自己写成的数篇文字，自我感觉良好，这样最
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    其次是写给亲友看。我的几篇草稿“贤惠的校花夫人”、“村里有个姑娘叫
秋香——恋爱百天日记”给妻看了，她很感兴趣，她是第一次知道我有近40年前的日记。我的回忆文
章“全家四口九死再生”，妻看了几遍总想流泪，几个已经成家的外甥看了也很感动，同时插队的朋
友阅后写评论也说，读后“潸然泪下”。    看过我文章的人多数认为，这些文章在社会上一定会有很
多人感兴趣的。    我也判断，社会上感兴趣的读者会存在的，况且我的经历比一般老三届更有不少特
殊之处。    其一，我家七口人下放五人，我和三个妹妹先后插队，父亲作为原有正式工作的城镇职工
，在1970年初被反复的、严厉的“动员”后无薪下放，而母亲因体弱多病留城，哥哥是“文革”初期
南京大学毕业生。对“知青”下放农村，我能理解国家高层在当年经济发展缓慢，安排就业困难时的
苦衷，但对像我父亲这样的年过半百的正式职工的无薪下放我很不理解，我注意看了好几本研究“上
山下乡”历史的书籍，很少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个别书籍提到城镇职工下放，也是一带而过。一本由
香港中文大学于2009年出版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潘呜啸的厚达528页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
动·一九六八至一九八零》也基本未提及城镇职工下放。而一般人知道的就是1968年12月22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通讯，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
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就凭甘肃省一个城镇居民不足七百户的小县城的“经验”，当时的全国就轰
轰烈烈地把一批城镇职工也强制下乡了。2012年网络作家更的的出版了一本《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主
要谈男女知青婚姻问题的小说，提到一位带着三个女儿下放的“蒋爸爸”，这是一位资方厂长，书里
写道：“蒋厂长不在城里吃闲饭，到乡下吃闲饭来了。”但蒋厂长幸运的是“带薪下放”，而我们家
艰难的是“无薪下放”，我记得每年年终，所在生产队补助我们25元，以买回口粮。父亲下放农村的
唯一工作是育秧季节在田头敲锣驱赶麻雀，很可悲，这种将城镇职工下放的政策太离谱，很荒唐！父
亲下放后，我从另一个队调到父亲所在队，年终我到原队讨要我的工分款，冒着大雪步行两个多小时
得不到满意结果，我仰天大哭(写到这里，我眼睛已湿润)。我每年要从高邮农村运近千斤粮食回泰州
城，我仍保留着近40年前的运粮证明(由生产大队出具的证明我们不是长途投机贩运的字据)，而运粮
过程更是名副其实的千辛万苦，主要程序有：1．找生产队长小心地请求给粮食；2．找保管员说好话
，要求给的粮食不能太次(按生产队长的意思，有时分给我们的是比农民次一等的粮食)；3．从生产队
称回的粮食是稻子，自己必须用小船运到附近的粮食加工厂碾成米；4．将米用小船或请人帮忙挑到
七、八里外的轮船码头附近存放；5．次日凌晨将粮食运到河对岸，再上小轮船东行；6．小轮船东行
至途中一半行程处，将粮食运下船，在岸边等4—5个小时后再上另一小轮船南行；7．乘第二条小轮船
至泰州码头；8．从泰州码头找三轮车将粮食运回家中。我母亲并不全知道运粮的辛苦，我也不会告
诉她，但母亲每次见我运粮回家的疲惫状态，都忍不住要流泪。我至今回忆起来，我也为当初我的顽
强而惊奇。知青诗人食指的《暴风雪》一诗中有这样几句：“抬头风雪漫漫、脚下白雪皑皑⋯⋯这就
是孕育着精神的冰和铁的时代。”莫非同样是老三届的郭路生也有和我相似的经历吗？    其二，我和
一位农村姑娘结婚，其时我27周岁，至今38年。当年，绝大部分男女知青都在等待，等待着回城，尽
管这种等待遥遥无期。少数知青和知青之间成婚了，但经济窘迫，带孩子有困难。我三个妹妹下放，
均在等待回城，父亲无薪，全家仅靠母亲给人手工制衣，经济上极其困难，我问过我的一位在大型企
业当政工干部的舅舅：“我们10年之内能回城吗？”舅舅说：“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偶
遇了农村的独生女许红梅，经过一些曲折，我们成家了，从此我过上了准农家生活。当地农民的生活
水准很低，一些家庭成年不用糖和味精做菜，来客人了，会到我们家“借”点糖和味精，也常有人来
“借”几支香烟，尽管我们家无人抽烟。我们的条件比一般的农家强，小两口当时同为民办教师，两
人每月工资共30元，隔几天也能买半斤猪肉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养鸡，鸡蛋仅供自家食用，而农民们
的鸡蛋是要换取食盐和火柴的。我们自己种菜，我买了几本种菜的书，蔬菜竟然也能自给有余。我在
自家屋旁的河道边自挖鱼塘，当地农民都称这是“愚公移山”，冬季我曾捕取自家鱼塘里的鱼去县城
集市摆摊叫卖。为了补贴家用，我们养猪，我们每日在上班前、下班后锄草沤肥，但一次用小船外出
锄草，我们夫妻二人、不到两岁的儿子和妻腹中七个多月的女儿全部落人汹涌的大水渠，上百人营救
，九死一生。    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成员，我已踏踏实实地走过了一个普通公民65年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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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凡人生旅程。我的工作被公认为“有声有色”，我的生活自认为“有滋有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
生，这就足够了，此生基本无悔。    多年来，老三届们的零星回忆文章不少，但正式写自传的我尚未
见到，尤其是处于全家下放逆境中的老三届的完整自述更未见到，我把个人的经历写出来，算是抛砖
引玉吧。    困难在于我是学理科的，写作水平不够，写了几篇自己都不满意，只有临事抱佛脚，参加
市老年大学写作班，争取高手指点。既然自己没专门学过写作技巧，那就老老实实地如实地写个人的
经历，写个人的所思所想，不图华丽，只求朴实，自己再多读点书，慢慢写、反复改。即使如此，我
这本自传也只能是词基本达意，语不会惊人，只有请阅读者谅解。好在内容的真实性肯定没问题，因
为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且有保存至今的旧日记、旧笔记作参考，很多相关人物仍健在，可以询问
。    相信对这本自传，老三届们和关心老三届的各年龄段的人群会有兴趣看的。《渴望》、《金婚》
和《知青》等连续剧不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吗？那是高明的作家们构思出来的可看故事，而我的故
事是真实的。    名人和伟人的传记有其价值，而普通人看普通人的自传，更有别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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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内容概要

本书是老三届之一王怀祖撰写的个人自传，书中叙述了从他出生至今65年的平凡人生旅程，包括他欢
乐的童年；奋发好学的青年；拼搏事业的中年；逍遥快乐的晚年。尤其是他在“文革”后以全县第三
的成绩成为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他在徐州教书期间兢兢业业，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等荣誉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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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怀祖，这是一本普通人的自传。作者1966年于江苏省泰州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0月起下乡插队10
年，在此期间，50多岁的父亲被无薪下放农村，三个妹妹也先后下乡，作者当年的处境比一般知青更
为艰难。作者1974年初，在回城无望之后，和当地农家独生女成婚。1976年9月，作者和妻带着一儿一
女自撑小船锄割猪草，回家途中船被激流掀翻，数百人营救，九死再生。作者于1977年底参加高考，
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入扬州帅院化学系，毕业后一直在徐州教书，先后任班主任20余年，著有《中学
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一书，对学生，尤其是暂时的后进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评为全国
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徐州市优秀专家，在省内外汇报近80场。作者在65年的平凡人生旅程中，始终恪
守责任，真诚做人，踏实做事，坚韧顽强，本书中有不少可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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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此生有憾无悔（自序） 第一部分我的家庭 第一章凤城河水把我养大 第二章父母身传的优秀品格 第三
章父母遗传的良好智力 第四章兴旺的大家庭 第五章贤惠的校花夫人 第二部分省泰州中学八年 第一章
近50年前的“一等三好生”奖品 第二章高考遥遥无期 第三章我费力地跟着“文革”的步伐 第四章见
到毛泽东 第五章中学的老师和同学 第三部分高邮农村插队十年 第一章“四点零八分”的泰州 第二章
唱“国际歌”代牛犁地 第三章生产大队长的肥猫被暗杀 第四章50岁的老父亲被无薪下放 第五章雪地
讨薪？仰天大哭 第六章口粮证明？运途艰难 第七章“无穷的烦恼？冲天的怨气” 第八章恋爱前的等
待 第九章村里有个姑娘叫秋香———恋爱百天日记 第十章准农家生活 第十一章小家庭四口九死再生 
第十二章我自挖的鱼塘 第十三章我教过六门课 第十四章体育成绩不及格的优秀体育教师 第十五章《
知青之歌》和《第二次握手》 第十六章忆回城风波？叹同插决裂 第四部分扬州师院学习四年 第一章
我家的“高考1977” 第二章30年前的“学习积极分子”奖品 第三章两地相思苦？家书抵万金 第四章带
着校徽在县城卖鱼 第五章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第五部分徐州教书二十五年 第一章初到徐州 第二章我当
小“官” 第三章化学成绩全市增幅第一 第四章学会做人、学会学习——九年的省级课题 第五章教育
的魅力在于唤醒——我做后进生工作 第六章我首创的《高中之路》本 第七章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 第
八章“孝敬父母”系列活动 第九章自认称职的“化学爷爷” 第十章省内外报告八十场 第十一章59岁
仍当了一年班主任 第十二章网校《家长与班主任同行》版主一年 第十三章劳模·专家·党代表 第十
四章照顾鳏居老人二十年 第十五章不该迟到的一次迟到 第六部分退休之后 第一章最初两年 第二章在
民办高校打工一年 第三章和孙子最快乐的一年 第四章在市老年大学学习三年 第五章带儿孙回农村 第
六章重开“每日必记” 第七章一中退休老师常小聚 第八章和同学游徐州 第九章我和中国知青演艺联
盟 第七部分我的喜欢和爱好 第一章梦中情人——我的“林徽因” 第二章伟大的女性——张可和母亲 
第三章我学魏书生 第四章我喜爱的运动 第五章伴我大半生的歌 第六章徐州市十佳书香之家 第七章我
的别墅 第八章我的几点好习惯 第九章我之癖 第十章我眼中的完美女性 第八部分我的思考 第一章责任
感是人的第一素质 第二章工作和家庭及个人健康可以兼顾 第三章谈缺失的中学教育 第四章谈人的潜
能和韧劲 第五章谈做一个合格家长 第六章谈做一个合格班主任 第七章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好人 ——我
的理想主义 第八章自己快乐，给人快乐 ——我对人生的理解 对个人插队农村10年的评价 第十章我的
墓志铭 附录：老三届人评说《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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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再后一点的记忆是去斌园饭店，其时斌园已由父亲管理。当年的斌园饭店在风城河
南岸，现在的人民东路路边的泰山商场处。当时，泰州南北向的最主要的街道是坡子街，坡子街中心
的城门内有泰州唯一的电影院，电影院正对面就是以店名命名的斌园巷。斌园饭店进门，左边是记账
台，右侧靠墙处是大片灶台，迎着大门有一大型配菜台，负责配菜的是我的舅爷（祖母的亲弟）。我
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胖胖的老舅爷给我一块大熏鱼，我当时很快就吃完了，其味无比可口。长大后
，我喜欢吃熏鱼，多次按照书本自制熏鱼，在商店多次买过成品熏鱼，在多家饭店也吃过多种口味的
熏鱼，但其味总比不上幼年的那块熏鱼。斌园饭店餐厅是二层楼，楼上楼下能放20余张八仙桌，其鼎
盛时期店内雇员达20余人。旧时泰州人，“早上皮包水”，乃为吃早茶；“晚上水包皮”，则是泡澡
堂。泰州人早上吃早点者甚众，成就了饭店茶楼的兴盛，斌园亦然。 6岁时我上私塾。启蒙老师叫于
凌珍，是一位比我母亲大3岁的女性，也是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她的家就在我们巷内南十余米处，我
在她家上私塾两年左右。 于老师为人和善，说话声音永远有点嘶哑，她后来去了幼儿园，还教过我的
外甥李乐乐。在私塾只记得学写些毛笔字。 私塾的同学有一位叫鲁国斌的，他后来和我同时上了同一
所小学、中学，又同下乡在同一公社，1977年高考时，他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留校数
年后当了教授，任系主任，现定居英国。当时我和他的毛笔字算是写得好的，常被于老师圈上红圈贴
在墙上。 1955年秋，我上了东街小学。此时我已经8周岁多，应该是晚了一年。为什么上小学晚了一
年？合理的解释是父母忙于生计，疏忽了。如按照七周岁上学，我是65年高中毕业（省泰中为“三二
分段五年制”），不但逃过了下乡插队，而且一般情况会在“文革”前就上了一所好大学，我的生活
将是另一轨迹。按我的能力和勤奋，我应该能在某一学科上小有成就。 六年的小学，我的成绩一直拔
尖，四年级前一直是少先队中队长，五、六年级是少先队副大队长。小学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陈沪宁
老师。陈老师教我们六年级语文兼班主任。他每天到校很早，从学校食堂买点吃的，他就在教室讲台
边和他的上小学低年级的漂亮女儿一边吃早饭，一边抽查学生的背书。有一天早晨我到校后刚放下书
包，陈老师喊我背课文，我立马一字不差地流利背出，陈老师大为高兴，上课后把我狠夸一通，从此
我就属于背课文“免检”的一类学生。 在六年级，我的作文好几次被陈老师当范文讲解，有时还让我
在全班同学面前读自己的作文，我当时不够大方，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读，有一次竟然委屈得哭了。 
我从小性格内向，小时候在家很少说话，有时还会因紧张有点结巴。 陈老师举行过一次较大范围的作
文公开课，选用的是我的作文，内容是写班级良好的学习风气。上课前，我的原稿加上老师的圈点和
批语印了百余份，我记得纸质并不好，字迹看着有点费劲。评讲时有本校及外校的数十位语文老师旁
听。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这天早晨，我到校比较早，以为今天是第一个到校，进了校门，远远就听
到朗朗的读书声，这声音那么熟悉，一进教室，原来张四时已早我一步。”时隔50多年，我小学时的
好朋友，当年的头小、个子小的张四时今日可好？ 小学同学，至今能联系上的已不多。 一位是姜兆
莹，当时他家在近郊。记得下午放学以后，他经常带我到他家在凤城河边的自留地挖点萝卜、山芋之
类，或当场消灭，或让我带回家。这凤城河水灌溉出的萝卜、山芋在当时可是美食，可以代替水果。
我记忆当中，那时候我没有尝过苹果、香蕉之类水果。那年月，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我
们家庭七口人靠父亲每月24元的T资和母亲的手工缝纫，哪有闲钱去购买苹果、香蕉，能粗茶淡饭吃
饱肚子已属不错，我记得寒暑假中，为节省粮食，每日只吃两顿，而且是限量的。我下乡插队后，姜
兆莹已在一中型厂官至副厂长。那时，农村的贫下中农们经常要我到泰州帮购铁丝、铁钉，这在70年
代初是紧俏商品，凭我这个插队的是买不到的，我找姜兆莹是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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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初稿写成于2010年6月，那是一本在徐州老年大学写作班近100天的作业汇编，写作期间由儿女们
陆续发至网上，收到中学同学、老年大学学友及其他朋友的关注，后印出数本供家人及朋友阅读，再
又印出节选本近40本，分发给感兴趣的朋友，均收到好评，部分朋友劝我修改后正式出版。    修改时
我发现，修改比写初稿难，勉强修改了一下，又增删了数篇，作为一名中学化学教员，文字水平也只
能这样了。    这本小书之所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的是徐州老年大学写作班的姜宗毅老师，这是一
位知识渊博的著名书法家，他给我写作白始至终以极大的鼓励和认真的指导，在本书正式出版前，姜
老师又为我题写了书名。    其次，妻是我短文的第一位读者，她的兴趣也促使我继续写下去。有一篇
文章，她看后不太舒服，我解释说“这是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她也表示理解。妻在经济上也支持
我出书。    我的儿女们为我打字、发文至网络博客，很辛苦。    刚写书时，4岁多的长孙大成有一次知
道我在书中写了他，后来看到我写文章时，他就问：“又写我了吗？”太有意思了，我想，我得多写
点这小家伙的趣事。每次写到他，我总读给他听，他说：“就是这样的！”    本书的正式出版，需要
表示谢意的人还有很多。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伸先生，我的老三届同学、著名作家沙黑
先生看了我的书稿后，都给我以热情的书面鼓励；我的多位同学在阅读完书稿后，给我送来过奖的书
面评论；我在市老年大学写作班最年长的学友，1926年出生的谢光华老先生，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
，不但对我的大半生以高度评价，还对书稿提出多条可贵的修改意见；徐州老年大学研究室主任、老
新闻工作者、我的班主任陈雨时先生对我的书稿也有较好的评价，对书的出版很关心；徐州一中语文
老师李文莉女士对书稿的文字作了近百处的修改；我在北京工作的几位同学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
的努力；本书责编刘志宏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对老三届题材的兴趣，是本书能顺利较快出版的重要原因
。    在准备正式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一天清晨刚醒来，我突然感觉到，这本小书对我们家庭的最大意
义可能是我这辈子的很多经历会给两个孙子一个良好的示范。已上小学一年级的长孙大成已显示出的
智力明显比我当初强，若他再能有我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有我做事的认真和韧劲，则大成一生的作为
真是无可限量。    终于完稿了，自己看了多遍，觉得这本小书对个人很有价值，基本上写出了自己65
年人生的大致轮廓，家人看过以后也一致认为：“很真实，像你这个人。”这本“普通人自传”究竟
能不能引起更多人的阅读兴趣，我静心等待评判。老三届朋友对本书提出的批评，我一定诚恳接受；
若有幸您能向朋友推荐，我将不胜感激。    2013年3月    愿与有兴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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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它事实上就成为一部历史的记载⋯⋯这本
自传最突出的优点是写得朴素，你这种朴素的行文和朴素的叙述不仅增加了自传的可看性，而且增加
了它的可信性⋯⋯自传写得很坦率，包括你对L女士那种若有若无的情感，其实，自传写得真实才具
有价值⋯⋯从你的自传来看，你是一个心理和生理都很健康的人，这样的人弥足珍贵。    ——莫伸(陕
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    读了你的自传，有一种综合的深深的感动在我心中，这主要
由于你真实写出了生活本身，无须艺术的加工和虚构。由于你至诚的情感和至真的态度，我由此体会
到“朴素自在”的美学力量。    ——沙黑(老三届作家，江苏泰州人)    王老师，我们都共同经历了那段
历史，那段说给后人，后人都不敢相信的历史，盼望书稿尽快出版。    ——邱月兰(老三届人，曾支边
新疆14年)    你的自传写得真实、可信、认真、坦率，坦呈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风格很好。“照顾鳏
居老人二十年”一节，我看了很受感动。    ——谢光华(徐州市老年大学写作班最年长的学友，1926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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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名老三届的无悔人生》是给老三届们和关心老三届的各年龄段的人群会有兴趣看的。《渴望》、
《金婚》和《知青》等连续剧不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吗？那是高明的作家们构思出来的可看故事，
而我的故事是真实的。名人和伟人的传记有其价值，而普通人看普通人的自传，更有别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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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它事实上就成为一部历史的记载⋯⋯这本
自传最突出的优点是写得朴素，你这种朴素的行文和朴素的叙述不仅增加了自传的可看性，而且增加
了它的可信性⋯⋯自传写得很坦率，包括你对L女士那种若有若无的情感，其实，自传写得真实才具
有价值⋯⋯从你的自传来看，你是一个心理和生理都很健康的人，这样的人弥足珍贵。 ——奠伸（陕
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 读了你的自传，有一种综合的深深的感动在我心中，这主要
由于你真实写出了生活本身，无须艺术的加工和虚构。由于你至诚的情感和至真的态度，我由此体会
到“朴素自在”的美学力量。 ——沙黑（老三届作家，江苏泰州人） 王老师，我们都共同经历了那
段历史，那段说给后人，后人都不敢相信的历史，盼望书稿尽快出版。 ——邱月兰（老三届人，曾支
边新疆14年） 你的自传写得真实、可信、认真、坦率，坦呈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风格很好。“照顾
鳏居老人二十年”一节，我看了很受感动。 ——谢光华（徐州市老年大学写作班最年长的学友，1926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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