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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我的编年故事》和它的第三册 《我的编年故事》第一册出版于1996年10月；第二册出版于1998
年4月。
在第二册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此书分四册出版：1915～1935(20岁前)；19 35～1939(抗战前后在国民党
统治区)；1939～1945(抗战八年)；1945?1949 (迎接全国解放)。
第二册出版后我就动手准备第三册书稿，而且基本完成。
可是一直没有发稿，耽误了好几年。
最近把书稿找出来，准备发稿。
看后觉得除原有各篇的文字需要斟酌外，还要再作一些补充。
1998年说明中对这一册所写“抗战八年”四字，我认为改为“抗战胜利前在延安”较好。
因为抗战爆发后的一些内容已经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里写过了。
     欠账总得还。
2001年出版社还催问过一次。
我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2002年夏，我有机会到许多年没有去过的郑州。
见到李亚娜同志时，我就答应2003年上半年交出《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
回北京之后，我就开始动手。
当时我很有信心按时完成，因为按照我的工作规律，只要机器开动，产品制作出来的时间不会很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可以把改定的书稿交到出版社。
事实上我也改出了差不多一半的稿子。
可是事与愿违。
这个工作又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其中就有2003年1月在体检中发现粪便中有潜血，经过肠镜、肠造影
等进一步检查，很可能是结肠癌。
于是住院动手术。
手术中判断还没有癌变。
但是八十八岁的人手术后身体总比较弱，而这时“非典” 在北京又很猖獗。
直到今天我才重新坐到电脑桌旁，重理旧业。
     重理旧业就要从头看起。
一看就要补充修改。
改一遍当然会好一点，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接上以前写到的地方。
我希望这次能够一气呵成，不再中断。
     《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册写的范围是“抗战胜利前在延安”，也就是写了从1939年7月到延安之后，
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这六年多一点。
 “抗战胜利前在延安”同“我在延安”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延安还停留了短时期，而1946年8月我又回到延安。
这时候又到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时期，不再写进第三册，该是第四册要写的内容了
。
     关于这第三册的编写方法，我没有新的想法，还是打算完全按年份来编。
每篇都按年份编号，比如1939年的第一篇，就记作“39?01”。
一、二、三各册《我的编年故事》写法、编法都不相同。
我觉得这一册采取这种编法比较合适。
第四册恐怕又会采取另外的写法和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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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1939年  小引  39.Ol 从广东省委机关到延安的途中  39.02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  39.03 生活在陕北黄
土高原的第一夜  39.04 “你不去马列学院了”  39.05 中央组织部训练班  39.06 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
二)1940年  小引  40.01 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使我得到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40.02 第一次跳秧歌  40.03 
我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  40.04 我还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编审股长  40.05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
学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40.06 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  40.07 毛泽东笑得很开心  40.08 有幸同毛泽东
坐在一张餐桌上  40.09 在这里我想插进几句讲讲何思敬  40.10 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  40.11 “《自然辩证
法》读书小组”  40.12 学做一点翻译工作(66  40.13 我在延安的读书生活(三)1941年  小引  41.01 1941年的
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41.02 不习惯这个“官”字  41.03 1941年的《轻骑队》  41.04 党中央关于调查研
究的决定  41.05 “土包子”和“洋包子”  4l.06 西北局第四局  41.07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争论  4l.08 
宝塔山后沟那个晚间的一件事  41.09 下乡琐事  41.10 在去柳树沟过延河的桥上  41.ll 在“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日子里(四)1942年  小引  42.01  1942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  42.02 考察团在去绥德的路
上  42.03 到了绥德之后  42.04 去双湖峪途中顺访三皇峁  42.05 于光远夜走凤仪亭，刘澜波谈话五分钟 
42.06 烟筒沟煤窑  42.07 吃糠的学问  42.08 在印斗看地主账本  42.09 我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同柴、彭合
写的这一本  42.10 一场空欢喜：《反对党八股》中表扬《轻骑队》的话删去了  42.11 延安整风运动的
开始  42.12 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  42.13 “思想自传”  42.14 整风学习期间我的工作 
42.15 西北局高干会(五)1943年  43.01 走向审干  43.02 抢救失足者  43.03 韦君宜的《思痛录》  43.04 西北
局宣传部  43.05 《吴满有》和《寻门户》  43.06 有关“抢救”的一个故事(六)1944年  44.01 “特别班” 
44.02 龙儿寺开荒  44.03 从“特别班”到延安大学  44.04 延安大学财经系(七)1945年前九个月  45.0l 一个
很特别的消费合作社  45.02 五棍同乐  45.03 第一次享受老人权  45.04 给全校上大课讲自然发展史  45.05
“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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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过了宜山的那一条江，走不远就进入贵州省。
    贵州穷山恶水、生活贫困我早有所闻。
走在贵州境内，对一路的情景进行观察，果真如此。
路边的山又大又陡，由于雨水充足，山上有树，可就是没有田地。
田地都在坝子——山间的小平原上，贵州这种小平原既小又少。
汽车在公路上走，就没有经过这种小平原。
那时修筑的公路为了省钱，坡度很大，坐在车上的确有些胆战心惊。
有一段公路司机们把它叫做“掉死岩”，这是谐音，本来还有一个好听一点儿的正式名字，可是被弃
之不用。
走这段公路，只要司机一不小心，车子就有翻下大山去的危险。
我坐在车上，亲眼看到不止一辆掉到山下去的汽车的残骸。
路上行人不多，但常常可以看到背着一大块盐块的独行人。
一块一般一百公斤左右，背盐人艰难地在坡度很大的公路上行走。
这块盐一直不从身上卸下，随身带着一个大架子，实在太累了，就用木架把盐块支起，在路边靠一靠
，歇歇背和腿。
在路上有时还可以看到卖茶水和卖银耳汤的。
茶水当然很便宜，赚不了多少钱。
那银耳，的确是当地的特产，煮得很好。
在大城市银耳是公认的补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在贵州公路旁边它的价钱一点也不贵。
干这些营生的人，不管老老少少，个个穿得破烂不堪。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是概括贵州当时状况的名言——其实我早已听说过，
同我这次亲眼所见完全吻合。
    汽车进入贵州，经过独山到了都匀。
到都匀后，司机告诉我们，第三天清早离开都匀前往贵阳。
这样一个行进安排，对我正合适，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清华同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简称“民先
”)队友傅明弟在都匀，我想见见他，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
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抗战后在他家乡都匀搞发展民先的工作，同我一直有通信联系。
各地民先的地址我都带在身边，按照我身边本子上记下的地址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
他告诉我，贵州的政治局势很不好，只能同特别信得过的人一起工作，同一般青年只是交朋友，不敢
打出民先的旗号，但他一直在坚持工作。
    就是在都匀，他告诉了我贵阳民先队被破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
这件事我在广东省委已经听说了一些，但没有傅明弟告诉我的详细。
贵阳当地人、抗战前在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党员、民先队员张益珊，在1938年2月曾到
武汉办事处找到我，告诉我抗战后他回贵阳已经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在贵阳建立民先地方队部的条
件已经具备，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民先地方队部成立起来。
我同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
回贵阳后他就把贵阳地方队部组织起来了。
1995年8月4日《贵阳晚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讲道：“1938年4月，共产党员张益珊受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的派遣，来到贵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贵阳民先地方队部。
”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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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于老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在延安这六年的回忆。
于老经历了这个时段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侧身“漩涡的边缘”，或处于“漩
涡”之中。
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历史史实和史料，对历史作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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