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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仕杰让我们夫妇为她的书《蹉跎人生太匆匆》作序。
我们都是在兰州时西北师范学院附中的高中同学，但是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虽然没有间断来往，但是毕竟所学专业各异，从事工作不同，又分散在天南海北，特别是都经历了“
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几番折腾，相聚就更少了。
等我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相互之间的联系才逐渐增多起来。
    记得赵仕杰与我们同班时，喜欢文学艺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性格开朗，朝气蓬勃，总觉得她
的未来应该是鲜花满地的。
她的夫君罗西北同志又是著名革命英烈罗亦农的后代，在水利水电方面颇有造诣，是我国水利水电事
业不可多得的人才。
两人郎才女貌，应该过着幸福和睦的生活。
读了本书，才知道赵仕杰命运多舛，一生坎坷。
    赵仕杰在高中时就接触了进步人士，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领导新中国，能让中国人民富强起来。
她是怀着对新中国、对党的热爱跨入人生的青春阶段的。
所以她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她在郑重地递交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时激动得连手都有点发抖。
但是由于她的出身和一些莫须有的问题等种种原因，20多年后她才实现了自己的不懈追求。
    她的丈夫罗西北在“文革”中更是惨遭劫难，挨批斗、住牛棚、遭毒打，落了一身疾病。
一家人被迫分离。
她和孩子们经历了吃饭发愁、没有房住，备受欺辱等悲惨遭遇。
    赵仕杰用平淡的、朴素的语言，写下了她的这些经历。
我们含泪读完这本书，它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这一批同龄的人经历了和赵仕杰同样的命运。
她的经历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青少年时期，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
新中国的建立，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充满了信心。
当时的年轻人政治上十分单纯，渴望进步，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被卷进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身不由己，几十年的大好光阴被白白耗
费掉了，为国家作贡献的大好时机被错过了。
待到改革前，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前辈中的一些人已含冤去世，一些人饱受病痛折磨，一些人丧失了工
作能力⋯⋯真是“人生蹉跎”。
    正如赵仕杰在书中所说：“人们的一生都脱离不了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人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
纲、不停地瞎折腾的年代身如所愿地去生活、去追求。
”    人生匆匆。
同学们现在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
回顾过去，虽然我们经历了种种不幸，也可能犯过错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还是尽了
自己最大努力，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微薄的贡献，无愧于这个时代。
特别是像罗西北同志，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是我们中的典范和楷模。
    赵仕杰说：“现在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不要再折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化进程。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能走向繁荣昌盛。
    这是读了《蹉跎人生太匆匆》的一点感想，是为代序。
    2011年9月27日    孙鸿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科学
联合会副主席。
    吴焕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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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蹉跎人生太匆匆》里面的人物不是创作出来的，真真切切；这里面的事情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确确实实；她就坐在你的对面，坦然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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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一序二第一章  在黄土高原长大  1.父亲给我的嫁妆  2.我的文盲妈妈  3.闷在家中读书  4.继母为我找婆
家  5.母校师大附中第二章  想闯闯外面的世界  6.出门求学  7.夜宿华家岭  8.土包子进京了  9.暂住光华女
中  10.一进大学门，就开始政治运动  11.又一次放弃了机会  12.院系调整、搬进燕园  13.偶然的机会决定
了终身  14.帅孟奇妈妈和“4821”  15.毕业前夕被参加反胡风运动第三章  美好年华在四川度过  16.调离
北京到四川工作  17.我是积极分子，罗西北遭遇大字报围攻  18.艰难的入党历程  19.下乡锻炼  20.密植越
密越好  21.电话会议指挥生产、集体磨洋工  22.半夜开会“死分活评”  23.“拿摸”行为和“吃青  24.忆
苦思甜和反修提纲  25.假话、大话和空话  26.成都市的变化第四章  水电工地十三年  27.老部长亲自点名
调到施工工地  28.在工地登上讲台  29.“文革”风暴  30.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1.接受工人阶级“再
教育”  32.西北和孩子都是我的心病  33.打击右倾翻案风  34.战备一号令  35.“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与
“大家拿”行为  36.失而复得的工作权利  37.北京认母  38.重新工作难题很多第五章  调回北京很难  39.
终于调回北京  40.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41.重新回到教学岗位  42.筒子楼的人情冷暖  43.凭一张烈属证搬
离了筒子楼  44.“拔乱反正”真不容易第六章  该退休养老了  45.退休后为水电开发“敲边鼓”  46.准备
养老  47.最后两次出差  48.最后一次聚会  49.真情能“起死回生”  50.寻找那回不去的过去  51.别留下太
多遗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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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西宁时，最初我家住在汽车站的前院，后来又搬到西宁市西边的县门街，县衙门就在这
条街上。
在街道中段，从一条小巷拐进去，挨着五个四合院，我家住在坐东朝西的一个独院里。
其他有独院的有杂院的，住户好像全都是从内地来的。
有农业银行的熊行长，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袁书记长，还有什么安参谋长、左局长等，都是地方上有
头有脸的人物，还有一些小职员、医生等。
妈妈说“熊妈妈”、“左妈妈”等都是“从良”的，那时我不懂“从良”是怎么回事，见她们个个都
长得漂亮，打扮得时髦，也从没见她们哪位大肚子过。
从外表上看，我妈妈除了有着乌黑的头发、白净的面孔外，其他方面都比那些太太们土气得多。
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妈妈拖着一群孩子，没她们那么清闲，也没有她们那么会柔声细气、说东道西
，我总觉得她们不太看得起妈妈。
 妈妈曾告诉过我们，她家是开点心店的，新请来的伙计一进门先让他饱吃一顿刚起锅的热点心，吃多
了一会儿就会头昏、恶心，从此以后就见点心不想吃，因而不会偷嘴吃了。
说得逼真，我也深信不疑外公家就是开点心店的。
没想到许多年以后，在“文革”中妈妈在街道上被划成贫下中农了，成了依靠对象，我吃惊地问她：
“不是开点心店的吗？
”她说：“傻孩子，你外公就是点心店的伙计，早些年我要说了真话，会被人看不起的。
”此时我才觉得妈妈真是会想会编。
也难怪，在那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文盲的她借说瞎话来保护自己，少被人耻笑，不失为一种“小聪
明”。
 父亲早在家乡时就娶过前妻，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
那时河南乡下有一种风俗，小男人娶大女人，为的是早点进家一个劳动力。
爸爸当兵后很少回家，他很不喜欢自己的媳妇，总想逃避。
后来在宁夏做生意时娶了我妈妈，她虽是个文盲但有几分姿色。
在父亲的大老婆（我们称她为娘）来到西宁与我们同住之前，家中的日子过得殷实，十分和睦，后来
娘带着两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姐姐来到西宁与我们同住后，家中就开始了“全面战争”，公开的、隐蔽
的，总之失去了往日的祥和。
许多初识之人一听说我来自黄土高原，又毕业于北京大学，马上会对我说：“你一定出生于大户人家
，是大小姐吧？
”，潜台词大概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小姐，即使当面不问，背后也会如此猜测。
这也难怪，解放初期有几户平常人家能将女孩送到北京读大学？
其实我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
解放前夕(1949年以前)父亲赵叔藩在兰州西北公路局运输处已熬到了副处长的职位(1945年以前我家住
在青海西宁)，从我记事时起，人们都称他“赵站长”。
当时的汽车站是又拉人又拉货的，停车场上经常停放着两、三辆大卡车，破旧不堪，都是美国造的大
“道奇”。
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西宁是很闭塞的，被马步芳统治着。
西宁汽车站地处西宁市的东关。
当我们在东关一带的街上玩耍时，偶尔会遇见马步芳骑着一辆自行车，左右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当时称之为“传令兵”)护驾。
马步芳是一个高大略胖的中年人，脸上留着络腮胡子，看上去挺威严。
跟班的传令兵总是跑着，气喘盱吁。
听妈妈说，女孩子看见马步芳得赶快躲开，否则会被抓去当一段时间的小老婆，然后就赏赐给他的下
级当太太。
我虽听不懂是怎么回事，但相信妈妈所说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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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比我大几岁，长得很好看，鸭蛋脸、一双笑眯眯的丹凤眼，修长的个头，我们一
起排演歌舞时，她扮演奔月的嫦娥，我演围着她转的小星星儿，她就是个“小美人”。
有一段时间她没来上学，等到她再来上学时，打扮得花枝招展，与以往判若两人，变得不那么亲近了
。
她曾得意地对我们说：结婚第一夜，进她新房的是一个“大汉”，而她的丈夫是马主席(马步芳)的副
官，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大汉”就是马主席。
我那时是初小生，不懂也不怕，好奇心驱使我不止一次追赶马步芳的“单骑”，总想看清楚这位青海
省人们谈起来就有几分畏惧的统治者。
在这种闭塞的小城市中，站长虽是个小职员，也就相当于如今的科长一级吧，但是很起眼。
因为兰西公路是西宁通往内地的唯一通道，父亲是开辟兰西公路运输的第一任站长。
我经常看见父亲送走从西宁开往兰州的汽车，迎来兰州开到西宁的汽车。
车厢里装满行李(铺盖卷等)，行李上面坐着旅客，挤得满满当当。
听大人谈笑时说过，旅客中曾发生过这样的趣事：一乘客的腿压在另一乘客的腿上，时间一长，被压
者受不了了，推一推没人应答，就将那条压在自己身上的腿抬高了大声嚷嚷：“谁的腿？
”压人者的身子被搬倾斜了，这才连忙应对：“啊呀！
我的，我的！
”原来是腿被压麻木了，不搬动身子是感觉不到的，可见当时坐汽车的条件有多差。
有一定身份的人都坐在“前座”，即驾驶员旁边的空位子上。
父亲就是在汽车站的迎来送往中，结交了不少内地的名人。
青海省有个塔尔寺，是黄教鼻祖宗喀巴的出生地。
那些内地的名人、显贵们，大多是来逛塔尔寺的，他们一来父亲一定陪同前往，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空
、陆发达的交通工具，只能走兰州通往西宁的唯一汽车通道。
有时我和妹妹们也闹着搭顺车去塔尔寺看热闹，平时是去逛大、小金瓦寺，拜见活佛，看喇嘛们念经
、礼拜。
他们磕头时将身子伸直了趴在地上，一个连一个起来、趴下、起来。
逢春节、正月十五，晚上看酥油灯，早上太阳初升时看“晒佛”(将很大的刺绣佛像“唐卡”从小山头
上一直冲着太阳铺到山脚下)。
喇嘛们有的拿着皮鞭开道，有的抬着活佛到山脚下祭拜，吹着如火车汽笛般声响的长号，惊天动地，
蔚为壮观。
接着在寺院里看“跳神”，戴着各种神鬼面具、穿着戏装的喇嘛们跳着各种舞姿，其中蕴含着许多故
事，可惜我当时只会看热闹，不解其中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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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西北同志走后，生离死别之痛，几乎使我失去一个人走下去的勇气，当我在家人友人的帮助下平静下
来，生活又步入正轨后，才感到真正难熬的是闲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许多往事，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一段段地写出来，一点一滴、支离零散。
    刘祥东是曾为我装修过房子的老工人，为人忠厚，一来二往成了朋友。
他的二儿子小时候也来过我家，多年不见，当他再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显得
斯文、谦虚。
大学毕业后，他自己办了公司，所以我戏称他“小老板”。
闲聊时，谈及我在写东西的事，我告诉他自己眼神不好，笔下不再流畅。
他马上答应替我整理、打印。
对于他的援助，我当然求之不得，就将“半成品”的文稿交给了他。
实没想到三五天后手机里收到他一段很长的短信息，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意是：读
后使他了解了许多历史，而且是感性的不是干巴巴的：感悟到做人要善良，对人生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真的是“太匆匆”，要办的事得抓紧等等。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随笔”真有那么好，当我回短信向他质疑时，他竟然跑来告诉我他感受的“真实
性”。
我想年轻人接触事物总是敏感的，全当他真的是想了那么多。
由此却提醒我，不妨再找别人看看。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忘年交、高级记者邓维，请他过目，并发表意见。
我信任他是因为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博览群书、办事认真、眼光近乎苛刻，对事业对人际都极其真诚的
记者。
他可是个大忙人，在经济日报有一份责任，在摄影界也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
又一次没想到的是，他拿到文稿后，不到一周时间就跑到家里来找我，除对我的文稿赞赏有加，同时
提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并逐段、逐句、逐字地修改两遍，鼓励我出版，说：“不论年轻人中还是老年
人中都会有读者。
”在他的鼓励下，我才下决心，争取出版。
心想：人活一世对家人对社会有个交待也好。
    此后又请武警水电指挥部崔军将军、甘肃省原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邓成城阅读，他们均谈了
较肯定的意见，我感到他们不是碍于情面，而是出于真诚！
    近年来出书立传的人不少，有大人物叱咤风云的一生；有文人、学者执著追求、功成名就的一生；
有自我得意、春华秋实的一生；也有悲剧式的人物历经沧桑的一生。
真是人生百态，人生百味，各有千秋，构成源远流长的历史长卷。
我反复探究自己写书的动机，得出的结论是：闲人写闲书，在尚能思考、动笔时给自己找点生活乐趣
，找点精神寄托。
想起一段写一段，写到哪儿算哪儿，没什么明确的目标和目的。
    邓维记者看完底稿后，曾给我提出一条很中肯的意见：“前部分很精彩，结尾的内容太轻，有点兜
不住尾”。
为了“尾”部能兜住，为了头尾相呼应，又经过一番努力总算“过关”了。
同时也从中悟出“认真地回顾过去，可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的道理。
我自己的未来是有限的，但是对那些如同我年轻时一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后来者，也可能起到“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毕竟人生太匆匆，只要能供人借鉴，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总是好的。
    对于与我同时代的人，也许会引起共鸣，想想自己经历过的人和事，也不失能为自己生活内容增加
些许充实感。
    感谢帮助我出书的所有朋友！
    赵仕杰    201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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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蹉跎人生太匆匆》是赵仕杰赵老师用平淡的、朴素的语言，写下的她的一些经历。
里面的人物不是创作出来的，真真切切；这里面的事情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确确实实。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他们付出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人生一言
难尽，但不管命运把他们往哪里拽，这一代人信仰的支点没挪位，那就是一切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
族的昌盛！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蹉跎人生太匆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