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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百位亲历者近百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三年困难时期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艰苦卓绝的奋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有了这样的经历和精神，中国人民必定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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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修，1948年生，国家一级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郓城县文化馆专业作家，山东菏泽
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政府津贴。
已出版：小说集《鲁西南的风》（山东文艺出版社），长篇书信体小说《十年情书泪》（中国文联出
版社），长篇小说《山东汉子》（百花文艺出版社），纪实文学《根在洪洞》（中国档案出版社），
散文集《乡村情感》（新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大槐树移民》（中国文史出版社）等。
现居北京。
郑玉琢，女，1949年生，作家，与潘永修合作《十年情书泪》《根在洪洞》《大槐树移民》，并有影
视作品和话剧小品等。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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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岁月蹉跎历沧桑1961年我高考难忘的岁月忍饥挨饿的日子怀旧也是幸福的饥荒年月二三事饥饿岁月留
痕灾年余生中央国家机关是如何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久饱记饿酸楚的记忆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三年
困难时期纪事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假期琐忆父亲的七个薯面窝头猪嘴夺食在生死分界线上不忘艰苦
岁月  珍惜幸福生活别了，饥饿那年那月饥饿体验回忆饥饿到基层蹲点同过“五两关”三年困难时期
的代食品唉，那个年月回忆三件往事尘封的感喟艰辛岁月刻骨铭心的三年地瓜干地瓜干（外一篇）三
年困难时期我的家荒年追忆结婚琐记五十号备用券“三年困难”实录特殊的任务储蓄艰难票证年代艰
难的回顾峥嵘岁月（下放日记）又是洋槐开花时忆过去看现在望将来不堪回首的岁月革命化的婚礼幸
福的经典意味共和国的艰难岁月苦涩的记忆岁月的记忆饿大兴安岭的艰难岁月留住记忆在那三年经济
困难的日子里难忘的岁月“左”风毁林千万顷百鸟飞来无处停柳树叶红薯秧白菜帮偷来的美餐半筐萝
卜一斤蒸肉一碗蚕豆饭一把米一条命忆年家坪岳阳县扭转困难局面二三事三两油票难坏了我困难时期
去当兵三年饥荒中的一些事在那“低标准瓜菜代”的时期狂热的年代在水族地区整风整社走过艰难岁
月刻骨铭心的饿三年困难时期的记忆菜疙瘩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往事三年困难时期的票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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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岁月蹉跎历沧桑北京市宣武区董燕京打开尘封的记忆，那段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岁月，仿佛又呈
现在眼前。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遭遇连续三年困难时期。
经济萧条，粮食匮乏，副食供应亦十分紧缺——鱼肉蛋奶以及糖果糕点等一律凭本凭票甚至是出生证
明限量购买。
为响应政府号召，爸爸的粮食定量从三十四斤减到二十六斤，妈妈则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
由于我家人口多，我们兄妹七个当时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各自的那点粮食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
二哥对窝头的眷恋为了把难以果腹的口粮算计好，免得吃亏空，爸爸亲自动手制作了一杆木杆秤，交
给妈妈把关，按天把每一顿可吃的大米、白面、玉米面等约好斤两，绝不敢有半点差池。
因为我们兄妹七个中仅半大小子就有四个，光吃粗粮都不够，哪还敢吃细粮。
所以每个月妈妈都会把大部分米面票兑换成粗粮票。
记得那时每天晚饭后，妈妈都要在临睡前做好第二天的早饭——玉米面窝头。
而且这窝头也绝对是一两一个按人数做的。
这天又到了睡觉的时候，可二哥躺下老半天也睡不着，尽管晚饭后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白开水，总算灌
了个饱，可几泡尿下去，这会儿肚子又咕咕叫唤上了。
他忍了又忍，终于悄悄从床上溜下地，蹑手蹑脚地掀开锅盖，对着诱人的窝头开了腔：“你馋我是不
是，你再馋我，咬你信不信？
”就见二哥边说边张嘴咬了两小口。
那时候日子虽苦，可是妈妈的厨艺非常精巧，她粗粮细作，在每个窝头的尖顶部位摁上一个小坑，再
往小坑里捏上一点红糖，这样吃起来格外香甜，也不觉得干硬。
或许是二哥这两口下去一下把饥饿和馋虫都勾上来了，随着他“你再馋我，我就吃了你”的叫声，整
个窝头瞬间被他吞下了肚。
说真的，二哥的胆子也太大了点，这寅吃卯粮的事儿要是被爸爸知道了，大耳刮子肯定得挨上。
第二天一早儿，爸爸和我们每人照常拿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头分头去上班上学，只有二哥咽了咽唾沫
，毅然背起书包走出家门。
这时，妈妈追了出去，硬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窝头塞到了二哥的手里⋯⋯野菜充饥与妈妈的病在最为
困难的那三年里，爸爸妈妈为了一家人的吃食，真是愁白了头。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把所能人口的东西都拾掇来当饭吃。
记得爸爸每次去昌平的叔叔家，回来时都要带回一口袋麸子，间或还有豆饼以及农村磨豆腐剩下的豆
腐渣等。
这麸子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表皮和碎屑，也叫麸皮。
妈妈将它兑入玉米面，再调剂着花样做贴饼子或是蒸窝头和菜团子。
那豆饼、豆腐渣则要掺和到剁碎的白菜帮里，再撒上把盐，上锅熬成糊状，妈妈管它叫渣豆腐。
记忆中这是我们平日里常吃的主菜。
那几年，爸爸妈妈还常带我们兄妹一起到郊外剜野菜。
当时我家住在广安门内的槐柏树街，而广安门外沿着护城河河岸的滨河路即是寻觅野菜的首选去处。
野菜的种类不少，我们常能剜到的有荠菜、苦菜、苋菜、马齿菜、刺菜等五六种。
随季节变换还要捎带着掐柳树芽、摘槐花、撸榆钱，甚至剥下榆树皮、杨树皮等用来充饥。
后来已上初三的大哥承担起了带领弟弟妹妹们赴郊外采野菜的重任。
印象里，每次过护城河都要从一处废弃的铁路桥上通过，两根并排的桥梁相距三四米，而每根桥梁的
宽度大约仅够一尺，七八十米长的桥面上布满了错落有致的铆钉，桥下十余米处便是湍急的河水。
大哥胆子大，走在桥上如履平地，我则小心翼翼一步一挪。
记得最初两次，每当走到桥中间往下一看，两条腿软得再也不敢迈步，已到对岸的大哥只得返回来，
拉着我的手走过后半程。
而妹妹们都要大哥挨个给背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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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盛夏的一天，大哥爬到树上摘槐花，当爬到树梢高处时，脚踩的树权突然“咔嚓”一声断裂，
大哥随树权同时跌落在地。
万幸，只是胳膊腿有几处青紫，没伤到要害。
怕妈妈担心，大哥还嘱咐我们，回到家里谁也不许提这事儿。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就在我们一家人想方设法渡难关的当口，一天，街坊报信说西便门粮店来了白薯，妈妈忙把十斤粮票
夹在一张五元钱纸币中，交给二哥让他先去排队。
当时一斤粮票可折合换购五斤白薯，十斤粮票能换购五十斤。
不料二哥去后排了不多时，白薯即已卖完。
回来路过菜站见有处理的西红柿，便自作主张把五元钱给破开了。
当他把找回来的钱和西红柿交给妈妈时，妈妈急切地问道：“那十斤粮票呢？
”二哥闻听有些恍然，忙奔回菜站找寻，可哪里还有粮票的影子。
“这不是要俺的命吗！
”随着一声凄楚的叫喊，妈妈晕倒在地。
这年是1961年，妈妈四十二岁。
在那个粮食当命的年代，十斤粮票的丢失，使妈妈在焦急和自责中“作”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直到2007年她老人家八十八岁辞世，服用降压药就没停过。
我十岁生日的祈盼记得那时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加点或是到各地出差，有时候回来晚了，妈妈就
给爸爸煮上一小碗荷包蛋挂面，再点上点儿酱油、醋和香油，看着闻着那叫香！
但是当爸爸端起碗将要吃时，看到我们一个个巴望的眼神，又怎么吃得下去。
结果大多是给这个吃一口挂面，给邵个吃一口鸡蛋，真正能吃到他嘴里的没有两口。
当时在我的小脑瓜里就琢磨着，哪天自己也能吃上一碗这么喷香而又高级的挂面呀。
转眼间我的十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向妈妈提出了想在自己生日那天吃一碗荷包蛋挂面的愿望，妈妈
也答应了。
终于盼到了12月13日这天，中午放学回到家，我便让妈妈给我做生日面。
没想到妈妈却说没有挂面，也没有鸡蛋。
还数落我说小孩子家，哪有过生日的。
看着哥哥妹妹们正在吃的家常饭——掺着麸子的菜团子和稀汤寡水的棒子面粥，我满怀的热切期待一
下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不由得跑到院里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同院南屋的孙奶奶，当她问明缘由后，把我叫到她家，拿出了半绺挂面、一个鸡蛋外加一
包大米花塞到我手上：“拿着，别哭了，奶奶给的。
过生日应该高高兴兴的。
快回去让妈妈给你做了吃。
”（笔者注：当年一绺挂面两毛一分钱、一个鸡蛋五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钱。
同院的孙奶奶一家五口，堪称当时的小康之家——孙奶奶在家照看孙子和孙女，儿子儿媳上班，每月
收入共计一百二十元。
）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十周岁生日和慈善的孙奶奶成了我终生难以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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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儿子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厌食，每到吃饭时都是挑三拣四、嫌好道歹的。
有时候吃不下，干脆把吃剩的馒头随手扔掉。
为此，我常常教训他，说：要是在1959年春天，我们全家连这一点点馒头都没有。
后来，我常常拿1959年做例子，教育孩子要珍惜粮食。
儿子厌烦了，有一次竟这样顶撞我：“爸爸，你别说59年、59年的了，反正到59年还早着哩！
”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
气的是儿子不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笑的是他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我所说的“59年”到底是个什么概
念。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59年”。
过了几年，1994年，儿子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开学的时候，我像好多做父母的那样，专程从山东到上海，送孩子到大学报到。
就在那所大学里，我看到一些令我惊讶不已的现象。
大学的餐厅很大，也可以称得上很豪华，天花板数百盏荧光灯照得煞白雪亮，下面是一排排米黄色的
固定桌椅整齐地排列着。
打饭用的是磁卡。
那饭菜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当然还算不得很好，但大家吃得一团火热。
有新生也有老生，有男生也有女生，还有恋爱中的一对对情侣，勾肩搭背，亲亲热热，看着很有点有
福同享的味道。
尽管他们吃得很是香甜，尽管餐厅在最显要的位置张贴着“珍惜粮食”、“浪费可耻”的醒目大标语
，但在他们离去之后，我还是看到了一副极不愿意看到的景象：餐桌上遗留下大块大块、整个整个的
馒头，有的只咬了一口，就扔在那里。
而洗碗池旁的水缸里则存了满满两大缸被倒掉的剩饭剩菜。
从那白花花的大米、馒头上，我想到了我中学时代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地瓜面轧成的乌黑的、又干又硬像鹅卵石一样的面卷，吃着又苦又牙碜。
就那，每顿饭的定量也只有一个，连半饱都吃不到。
每天只有中午才有一顿炒菜。
说炒菜，其实只是白水煮萝卜，或清水炖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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