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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
在书中，76岁的横店集团创始人、横店“四共委”主席徐文荣从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
功老年、伤感暮年，以及劳碌终六个章节回顾了奋斗的风雨人生。
他总结，人的一生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件事：做人与做事。

 《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由徐文荣口述，孙是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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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背井离乡，举家南迁    我爸爸大部分时间在外做生意，家里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操持。
我妈妈从没上过学，虽然不识字，但很忠厚老实，非常善良。
她性格内向，为人宽厚礼让，任劳任怨，邻里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愿意帮衬她。
但是，我的婶婶很厉害，为人尖酸刻薄，隔壁邻居都怕她，妈妈也经常受她的欺侮。
所以，那时我妈妈非常苦。
大人受欺侮，小孩更要受人欺侮。
    那时，我爸爸常到横店做生意，他有两个好朋友也是做生意的，已经在横店租下房子安了家。
他们知道我妈妈在家里经常受我婶婶的气，便劝我爸爸：“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
”老是撺掇我爸爸也把家搬到横店来。
爸爸回家同妈妈说，妈妈总是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横店地处东阳、永康通往磐安、天台的要冲，从明清时期起，就是东阳南乡的一个重要集市，有米
市、茶市、柴市、竹市、猪市、牛市、树行等专业市场，老市基四周和街道两旁，开着各种各样的固
定店铺，摆有各种货摊。
横店集镇上住的也都是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生意人或是生意人的后代，所以是杂姓聚居，没有大宗族
观念，对外来人也不欺生。
对于以做生意为主要职业的父亲来说，横店的确是个理想的去处。
    但是，“安土重迁，不轻去他乡”，这是过去中国农村传统的文化心理。
就是说，一个家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也是自己一家人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会抛家舍业，离乡背井，举家迁徙的。
    1938年，我3岁生日后，一直在说的要不要搬家到横店的事，终于摆上了日程。
促使我父母最后下这个大决心的原因，除了为躲避我婶婶的欺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听说南乡的横
店，生活条件要比新东村好得多。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传闻日本人已经打过了上海，如果再往下来，处在大路边上的
新东村，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
无力抵挡灾祸的中国老百姓，唯一的办法只有逃难避祸。
    一天，父亲在横店的朋友对他说，正好有一家租户搬走，房子空出来了，他已经同东家说好了，赶
紧搬过来吧。
爸爸特意去看了房子，讲好了租金，回家就对妈妈说，都准备停当了，就搬吧。
    我妈妈还是不放心，很想自己亲自到横店看看究竟如何，但那么多小孩需要她照顾，她离不开。
于是，她没跟我爸爸说，悄悄派比我大九岁的哥哥文浩先到横店去看看到底怎么样。
妈妈对哥哥说，你去看看在横店住的人是不是家家都吃白米饭。
因为在新东村，一年到头，只能吃到两次白米饭，一次是在过年时，另一次是秋收开镰割稻那一天，
但小孩只能吃半餐白米饭。
除此之外，一日三餐只能吃菜饭菜粥和杂粮。
如果在平常日子都能吃到白米饭，那一定是不错的了。
    十几岁的哥哥心里想着，真有天天都能吃到白米饭的好地方？
如果是真的，搬过去以后，可以天天吃到白米饭，那就太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一个人上路了。
从新东村到横店有将近四十里路，中间还要翻过几条山岭，因为哥哥一路上想的净是吃白米饭的好事
，也就没怎么觉着累，不到中午饭的时间，他就到了横店。
    爸爸在横店的朋友开着一间打铁铺，哥哥原来就认得这位打铁的伯伯，他很快找到了他们家。
铁匠伯伯家用白米饭招待我哥哥。
哥哥三下两下吃完了饭，就一个人跑到横店街上，他要去看看横店街上的人家是不是真的都有白米饭
吃。
这时正是午饭时间，只见街上有的端着饭碗在店门口吃，有的在柜台后吃，有的全家老少围成一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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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屋吃，果然，他们吃的都是白米饭。
哥哥回到家里向母亲禀报了他的亲眼所见，妈妈终于同意全家都搬走。
    那是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五兄妹，在舅舅、舅妈等众多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用独轮车推，用肩挑，用背扛，拖家带口，缓缓地向南乡横店迁移。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全靠两只脚走，难以想象，两个大人拖着五个小孩，是如何把一个家搬到40
里外的横店的，其中不知有多少艰辛。
虽说我当时不记事，但事后也没少听哥姐和大人们说起，三岁的我是被妈妈、舅妈和哥哥姐姐们抱一
阵，背一阵，最后被货郎担挑进横店的。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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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徐文荣口述、孙是炎整理的《徐文荣口述风雨人生》是横店集团创始人、横店“四共委”主席徐文
荣的自传。
该书记录了徐文荣的坎坷经历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了他不向困难屈服、一心一意为横店人民谋幸
福而孜孜不倦工作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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