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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从硝烟中走来》一书的编撰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完成了。　　该书记录了革命老战士
王韦平，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又为了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而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历史，给后代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王韦平于1983年离休后，花
了7年时间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写成了一部手稿。这部手稿，分若干阶段详细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八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目的是让后辈们知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沉重
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迫使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革命前辈们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幸福生活，抛头颅
洒热血英勇顽强地战斗，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换来了今天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逐步强大，换来了
中国人民的解放及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换来了中国在世界不可侵犯的神圣尊严。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会重演过去被动挨打的一幕。他希望后辈们把一生
奉献给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永远做人民的公仆，为创造中国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千万不要增长自
私的心理，千万不能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　　王志宁倡议重新编撰王韦平的回忆手稿，以便成书
，留传后　　人。倡议得到王韦平及家人的一致赞同。王志宁、许小群、王晓淮、孙月兰、王辉强、
夏秀英、王志东、卢桢、王晓群、李进组成编委会，王志宁为编委会主任。编委会决定编撰的重要问
题，协调编撰的各种关系，审核编撰的所有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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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韦平，原名王锡珊，化名韦平，1918年11月8日生于四川省巴县陶家乡瑶田村（今属重庆市九龙
坡区）一个平常的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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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生长在勤劳的农民家庭　　一、祖辈生活的农家小院　　王韦平，原名王锡珊，化名韦平
，1918年11月8日生于四川省巴县陶家乡瑶田村（今属重庆市九龙坡区）一个平常的农家小院。　　王
韦平的爷爷一家生活的小院，东距重庆45公里，西离江津县城20公里，属于重庆市的辖区。院落位于
一个小山脚下，背后朝向北方，有一段小山坡一直连着山顶。山上栽种了许许多多的树木，有柏树、
柑橘树，还有一些杂树。柏树是很珍贵的木材，柑橘树能产可观的柑橘，那些杂树主要提供烧火做饭
的用柴。院落的东边有一片翠绿的竹林，大多是非常有名的斑竹，紧靠其南侧便是一些常见的水竹。
斑竹、水竹染绿了这里的环境，使得景色显得格外迷人。东南边的土丘上有一片坟地，地势稍高而开
阔，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遮蔽了那片土地，成为夏天纳凉的好去处。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棵
生长了多年的茂密的老核桃树，它粗壮的树干，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每年都能结出一二百公斤的大
核桃。王韦平年轻时经常到那里乘凉，又总要吹上一阵箫。人静时，悠扬的箫声能传几里路远。大片
的水稻田都在正南方，不仅生长着沉甸甸的水稻，还养活了许多青蛙、田鱼和大个儿的蜗牛。所有这
些，都将整个院落包围在一片浓绿的风景之中，使这里充满了生机。　　这座普通的农家小院，是这
一家人躲避风寒的主要依靠。它面向南，有一个简易的竹门，环绕着一圈露出菱形孔洞的竹篱笆墙。
院内正面是一座中国南方农村传统的两面坡式的大屋顶草房。房屋的梁架是用竹子制成的，倒也结实
。房顶上铺满了厚厚的稻草，虽不算坚固，却还能够防住日晒雨淋。只是过些年稻草就烂了，需要换
一次屋顶。人们用土坯、竹篱笆、粘土等材料，做成简陋的墙壁，来遮挡风雨。草房里面隔成了许多
房间，供大家居住。此外，还有一些灶房、茅厕、猪圈、鸡舍等配套的简易建筑。屋檐下摆放着如钉
耙、锄头、叉子、镰刀、斧头等一些农具，随时都可以被家人拿去做农活。一小群鸡、鸭之类的家禽
，总是在院子里栩栩走动、频频啄食，显得很有生气。一个普通农家应有的东西，在这里也基本上都
有了。王韦平的爷爷一家就生活在这个农家小院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繁
衍着王氏的后代。　　王韦平的曾祖父在当地有些名望，也有一些家资。而爷爷辈则有兄弟3人，爷
爷居长，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分家时，爷爷从曾祖父那里分得这处风景优美的瑶田草房和一处佃户住
房。他的两个弟弟各分得一座宽敞的瓦房，又称砖房。此外，每人还分得一块能年产50担谷子的水稻
田及15亩旱地。旱地上栽种了一些柑橘树和杂树。柑橘树在壮年时期，每年都要产两三千公斤柑橘，
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到了父亲这一辈，情况就大不如从前了。父亲这一辈有兄弟4人
。父亲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都住在瑶田草房这同一个院子里。爷爷又将分得的
水田和旱田分成五份，除留一份自己养老外，分给四个儿子每人一块年产10担谷子的水田和种有柑橘
树的一小块旱地。全家人都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种这些地，争取一年的好收成，以便能养家糊口。
在水田里，他们依然主要种植水稻，作为一年的口粮。在旱地上，他们除了栽种柑橘树以外，还利用
树间空隙地种一些红苕（甘薯）、豆类、小麦等矮秆作物，作为补充。此时家境已经比较困难，一年
收获的粮食，完全不够一家人吃饱肚子。　　王韦平就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自己幼年的时光。自王
韦平记事时，大伯、三叔、四叔都先后去世，只有四婶尚在。他经常看见，80余岁的爷爷虽然不能干
活了，但总是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东看看西瞧瞧，盼望全家能平安生活，有朝一日再兴旺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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