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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旅游管理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资深教授蔡万坤先生一生奋
斗的简洁回忆。书中叙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作者具有传奇色彩的不断奋斗的心路历程。全书内容主要
包括童年愉快的“故乡岁月”；顺利成长的中学时代 ；大学期间的“北京二外的风雨人生”和接受再
教育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军旅生涯”；跌入人生低谷又欲再起的 8 年中学教师生涯 ；重点
则讲述了找到“新事业的起点和支点”，用丰硕的科研成果破格晋升为讲师和副教授而“扬起旅游业
中的人生风帆”；在正教职称晋升中所遭受的长达 10 多年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却又因所取得的众多
重要成果而成为“中国旅游管理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背后的故事”；在教授生涯中所经历的三次著
作高潮及其对中国旅游管理科学的发展贡献。同时还回忆了作者“事业成功离不开的家庭生活”进入
“从心所欲”之年后的“养生之道”及其所坚持的心理、药物、食疗、运动、导引养生术和穴位按摩
等养生方法、技巧的运用和效果。作者一生挫折不断，奋斗不止，贡献突出 ：主持完成了 2 项省部级
科研课题，参加或独立完成了 6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公开发表过 60 多篇论文，主编和独立出版了 50 
多部专著和教材。主编发表的著述达 2600 多万字，个人独立完成和发表的著述达 1600 多万字。书中
所反映的作者不断追求人生目标，于面对人生挫折和不幸遭遇，艰苦奋斗，永不屈服，永不言败及其
所具有的“实干兴邦”的精神及其进入老年后的科学养生理念和方法技巧，无论是对广大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还是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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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推荐
第一章 朦胧的故乡岁月（1944 ～ 1958 年）
一　贫寒家世
渠江发源于陕西和四川交界的万源山区，流经宣汉、达川、渠县，经广安、合川汇入嘉陵江。1944 年
农历 4 月 29 日（阳历 6 月 10 日），我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白市乡渠江边上的苟家湾。第二年 10 月，
当我还只有一岁半时，我家又搬到了苟家湾北边 30 多里外的渠县琅琊乡千蓬庵村的花朝门。我的幼年
和童年就是在这个离渠江 5 里地左右的花朝门度过的。
我的祖籍在四川省广安县白市乡蔡家坝。到我祖父这一代，家已搬到离蔡家坝 3 里外的龙凤潜。1897 
年农历 9 月 22 日，我父亲就是在龙凤潜出生的，并在这里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我的祖父名仙亭，祖
母娘家姓陈，出嫁后随夫姓，叫蔡陈氏。祖父育有三子：大伯父蔡德礼，20世纪50年代已过世。二伯
父蔡德福，在我出生时就已过世了 ；我父亲排行老三，名德财，字承先。
我的母亲娘家姓张，婚前家住花朝门西北 8 里地左右的张家拗。我外祖父叫张承双，他与外祖母育有
二子三女。外祖父在我出生前，外祖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先后过世了。两个舅舅也过世较早，没有
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母亲1900 年农历 4 月 10 日出生，她是家中的大姐，出嫁后随夫姓，叫蔡张氏。
她的大妹我们叫她二姨，嫁给渠县鲜渡乡徐家坝的徐天富为妻。幺姨嫁给花朝门2 里地外的蒋家湾蒋
立仕为妻。我的外祖父、舅舅和姨父家都是农民，均以农耕和家庭副业为生。
我在家中排行老六。父亲 47 岁、母亲 44 岁才有了我，是家中最小的。我有两个哥哥。大哥蔡万仟
，1933 年 9 月 16 日生。1950 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了党，当过副排长。1958年转业回到老家
。当过村主任、村支部书记（人民公社时期叫大队）与大嫂陈举碧婚后育有三子两女，已是儿孙满堂
。不幸因股骨头坏死已于 2010 年 3 月 1 日去世。二哥蔡万政，1936 年 1 月 16 日生。10 多岁时，父母
让他拜隔壁贺木匠为师。与二嫂陈良碧婚后育有二子五女，也已是儿孙满堂。不幸已于 2014 年春节后
因病去世。我还有三个姐姐 ：大姐蔡万杰，1925 年 4 月 25 日生，与广安县观阁区苏家坨的苏万合成
婚。靠种地兼做石匠为生，育有四子。两人 20 世纪 80 年代已过世 ；二姐蔡万福，1929 年 6月 10 日生
。嫁与广安县白市乡丁家坝的丁文奇为妻，育有二子二女。二姐夫是共产党员，当过村支部书记，也
以务农为生。二人都已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21 世纪初先后去世 ；三姐蔡万成，1940 年 7 月 20 日生。嫁
给离花朝门只有1.5里地的七星村周绍轩为妻，务农为生。育有二子二女，也已儿孙满堂。
我的家世是比较贫寒的。听父亲说过，我的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一代，都是农民，靠种地和家庭副业
为生。传到我们这一代，除我通过读书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成为知识分子外，其他全部以农耕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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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贫寒身世是与父亲、母亲一生的奋斗，为求生计与发展而不停地搬家密不可分的。四川省的广安
、华蓥、渠县、达川一带，地处大巴山余脉。我的祖籍地广安和故乡渠县地区，以丘陵地貌为主，人
多地少。农民的居住点特别分散，大多是三五家，十几家就形成一个居民点。几十家、上百家的居民
点极少。这些居民点大多按宗族姓氏与地形结合取名。如上面提到的蔡家坝、苏家坨，有的以典故、
传说取名。如我父亲和我的出生与成长地龙凤潜和花朝门等。听父亲、母亲断断续续地讲他们的身世
得知，一生中他们都是在奔波劳碌中度过的，先后搬过 7 次家，住过8 处分散的居民点。父亲 20 岁与
母亲成婚，婚后不久独立成家，从广安县白市区龙凤潜的家中搬到 5 里外的“大地边”创立新家。这
是父母独立支撑的第一个家庭，也是我们兄弟姐妹 6 人后来得以出生、长大成人的家庭起点。听父母
说，当时家中只种了租来的 5 挑谷的土地（一挑谷大致相当于 0.2 亩的面积），租期 3 年。家具农具除
母亲陪嫁的一张床和柜子外，都靠他们陆续购置。辛苦种的粮食，部分交租，部分自用，其生活的艰
辛可想而知。3 年租期满后，父亲在离大地边不远的唐家湾又重新租了田地，第 2 次搬了家。再过五
六年，父亲第 3 次将家搬到了一个叫“新房子”的地方。以后每隔几年，父亲就搬一次家。第 4 次新
家在王家沟，第 5 次到河东坪，第 6 次到苟家湾。直到父亲 48 岁，母亲 45 岁，第 7 次搬家到花朝门后
，家庭住址才固定下来。这 7 次搬家，都在广安与渠县的交界处流动，所住过的 8 个居住点，也没有
离开渠江两岸 5 里的范围。父亲和母亲频繁搬家的身世和经历，是随着他们的艰苦创业、辛勤劳动、
勤俭持家和家庭人口的增加，租用和购置的土地面积的扩大而进行的。我父亲是一个勤劳、朴实、开
朗、和善，具有艰苦奋斗与创业精神的庄稼人。他身材魁伟、体魄强健，身高一米八以上，大脸盘、
高鼻梁、深眼窝、大眼睛。眉毛浓而长，两眼炯炯有神。额头较宽、颧骨略高、耳朵大而瘦长，下颌
骨较宽而略高，颧骨与下颌之间的面部有点下陷。嘴偏大，上嘴唇略长，留有 3~4 寸长的胡子。面色
红润，肩宽腰细，手脚粗大，平时给人的印象是面目和善、精神饱满、表情愉快而略显威严。具有丰
富的人生阅历，说话有条理，能讲不少戏台上的历史故事。会打算盘，心算能力较强。虽然不识字，
但有丰富的农耕知识和人生经验，善于为家庭的生计与发展而谋划和操持。我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
、文静、很富感情、意志坚强、善于操持家务的农家妇女。她身材娇小，年轻时缠了小脚。身高一米
五六左右。圆脸、皮肤白净，大眼睛、高鼻梁、肩宽腰细、身材匀称协调。眼神明亮而和善、性格温
和、手脚勤快、做事干净利落，但平时言语不多。说话很有条理。
当父亲和母亲在广安县白市区的大地边组建自己的新家时，他们只有两口人，只租种了 5 挑谷的土地
。到第 3 次搬家到“新房子”时，家中不仅有 4 口人，还有了自购的 10 挑谷的土地。种植的田地也增
加到 20 多挑谷的面积。要知道，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川东地区的广大农村，下层农民的生活是
十分艰辛的。能够依靠租地种粮和从事家庭副业，在不仅要年年交租，还要养活不断增加的家庭人口
的情况下，能够积攒资金购置自家土地的农民，往往是百里挑一的。父亲和母亲的每一次搬家，都是
一次新的创业、新的奋斗。每到一个新家，父亲就领着一家人辛苦耕耘，深耕细作。父亲十分熟悉一
年中的各个季节、农时和天气变化。什么时候育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时候种麦，什么季节种什么
蔬菜瓜果，他都了然于胸，总是能够根据季节、农时、天气来安排家中各种农作物的栽种、培育、施
肥、除虫、除草。所以单位面积能够收到的粮食比别人多一些。除主要从事农耕外，父亲总是利用农
闲和有利时机，外出打工，挣一点零花钱。我母亲则是一个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具有强烈家庭责任
感的贤妻良母。每到一个新家，母亲除帮助父亲做一些种菜、点豆的农活外，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和我
们这些孩子的抚养。母亲会纺纱织布，年轻时，每月能织出 1~2 匹的土布。除供一家人的穿衣外，每
年还能外卖积攒一点儿钱。此外，母亲每年要养 2~3 发猪，每发 2~3 头。还要养 15~20 只鸡鸭，一头
牛。牛主要用于耕田。每年卖猪、鸡蛋、鸡鸭也能贴补家用，积攒一些资金。每次搬家，父亲都会看
准时机和市场行情，卖掉自己上次搬家购置的土地，退掉上次租用的土地，再买下和租用新的田地。
这样，在家庭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自有和租用的土地也就有所增加。有时遇上天灾人祸，会使自有
和租种的土地面积减少。所以，当父亲第 5 次搬到河东坪时，种植的土地面积已增加到 80 多挑谷了。
其中，自有土地 30 多挑谷。但因严重旱灾，家中遇到盗贼，到第 6 次搬家到苟家湾时，家中的土地就
剩下 24 挑谷，自有土地不到 10 挑谷了。直到最后一次到花朝门定居。家中也只有 30 多挑谷的土地。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我的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家中人口增减为 6 人。自有土地只有不
到 20挑谷，所以被划为下中农成分。

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了不断扩大的一家人的生存和发展，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在川东贫瘠
的土地上，不断搬家，不断创业，奔波劳碌。虽然命运并没有让他们创下什么家业，但他们这种不屈

Page 7



《传奇人生》

不挠、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坚强意志不仅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对我性格
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们一生中频繁的搬家次数，已经超过了具有冒险精神的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这与旧中国广大农民十分恋故土，三代不离老家的传统风俗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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