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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陆陆续续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六篇自述性文章，回忆了从初中学生成长为党的理论工作
者和领导干部的亲身经历。
第二部分是有关报刊杂志刊登的关于我的七篇报道，记载了我的一些真实情况。
这次把它们编辑成书，目的是为了总结自己，激励自己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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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光
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邓小平
理论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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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一一王伟光老师与部分学员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真谛
　二、党校培养的第一个博士
　 一一介绍中央党校青年学者王伟光
　三、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一一访中共秦皇岛市委常委王伟光
　四、王伟光学术成就简介
　五、让哲学融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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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mdash;&mdash;新&ldquo;长征&rdquo;记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曾经有过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打着&ldquo;红军长征队&rdquo;的红旗，从1966年11月中旬
到1967年2月初，从北京步行串联到延安，一路走一路看，接触农村，接触农民，接触社会。
可以说，我从初中开始就走进了社会大学。
　　中断求学&ldquo;梦&rdquo;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打破了我这个初中应届毕业生的
美好梦想&mdash;&mdash;当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
我从小就喜好文学，喜好历史，特别崇尚中国古典文学，崇尚中国古代历史。
当我具有初步阅读能力时，我就开始大量涉猎中国古典文史哲名著名篇。
在这方面，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郭富文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
水浒传》、《隋唐演义》、《三言二拍》、《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老残游记》、《古文观
止》、《唐诗三百首》等，还有四书五经之类。
每读完一本书，我就要讲给同学们听。
我是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神庙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市阜成门学校）读的小学。
在旧社会，学校的名字叫&ldquo;育才&rdquo;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
当年校园中还有一位传教士的坟墓，据传是学校的创办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是哪国人，我都记不住
了。
我家住在海淀区老虎庙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院内，从家走到学校，一般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
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有一群同学跟着我，听我讲《水浒传》之类的故事。
我就像说评书似的，走一路讲一路。
当然，一次只讲一段，下段如何，&ldquo;且听下回分解&rdquo;。
　　上高小时候，我已读书入迷。
家里的书、同学的书、老师的书&hellip;&hellip;凡我能借到的都借来读。
我连上厕所时都在读书，为此弟弟妹妹经常与我抢厕所，还到父母那里告状，说我&ldquo;占着茅坑不
拉屎&rdquo;。
我家里孩子多，父母亲养育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二弟王亚光，三弟王殿光，还有一个小妹妹王四光。
同时父母亲还要供养爷爷、奶奶和姥姥，家里并不富裕。
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鞋，都是姥姥做的，基本上不买鞋穿。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买书读书。
但是，我嗜书如命。
怎么办呢？
一是借。
只要能借到的书，我都借来读。
二是到书店看，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在书架前随意寻找喜欢的书，免费浏览。
旧书店是我常常光顾的特殊书斋。
我常去的几个旧书店，一是新街口旧书店，一是东单旧书店，一是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
一般情况下，我是星期天去，这样可以整整待一天时间。
坐一段车走一段路。
有时，为了省钱，甚至要从家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
从家走到王府井，要走两个来小时。
吃完早饭，七点半钟出发，十点前到东安市场旧书店。
中午，买两个火烧吃，下午四点半，回家吃晚饭。
有一次看书入了迷，一个陌生人要借用我的学生证，我没在意，顺手就拿给了他。
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来找我，把我带到了东安市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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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问我，这是你的学生证吗？
我说，是。
他指着一摞线装书问，这些旧书是你委托他人卖的吗？
我把学生证如何给了陌生人的情况如实告诉了警察。
警察半信半疑地给我父亲打了电话。
通过父亲和警察的交涉，才搞清楚，向我借学生证的是一个盗书贼，他偷了一些珍贵的线装孤本，用
我的学生证到旧书店去卖，被旧书店检举到了派出所。
此人一看大事不好，一溜了之。
因我的学生证留在旧书站，我便做了替罪羔羊。
父亲知我是无罪的，又是为了读书，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破天荒地带我到北京饭店斜对面的西安
羊肉泡馍馆吃了一碗热乎乎的泡馍。
因钱和粮票两层原因，父亲只是要了一碗热汤喝，看着我吃完了泡馍，才一起乘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父亲讲了一路，告诉我如何增长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只读书是不行的，还要了解社会
，增长社会经验。
　　我的中学母校是现在的首都师大第二附中。
我上初中后，更是钻进了书堆，成为书虫。
为争取多读书，我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把一天的作业都做完了。
因为所做的作业是估计老师可能留的作业，故此做完的作业往往超出老师留的作业。
剩下的几堂课，老师讲老师的，我在书桌下面偷偷地看课外书。
因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老师对我也比较喜欢，对我课上偷着看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看书，老师突然向我提问，让我回答。
我虽然手足无措，但还是比较好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老师说：&ldquo;王伟光同学有两个脑子，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看课外书。
其他的同学如果有这个本事，也可以这样做。
&rdquo;　　我的高小和初中时代，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我这里所说的读书，是除了正常的学校课程学习之外的读书。
我认为，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好、求知欲望最强、接受新事物最快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几乎把自己能找到的中外文学名著都大体浏览过了。
当然，很多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甚至消化不良。
这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文学梦，想成为一个大文豪。
在做文章方面，我已经表现得稍稍有一点点才华。
我的许多作文都被作为全班或全校的范文，推荐给全班或全校的同学借鉴，其中有的文章还被选入中
学生优秀作文选。
为了增长自己的文才，我给自己定了背成语、背诗词、背散文的计划。
至今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我还能背下来。
中国当代四大散文家杨朔、秦牧、魏巍、刘白羽的许多著名散文，如《荔枝蜜》、《花城》、《谁是
最可爱的人》、《白杨礼赞》等等，我都可以背下来。
　　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想当一个文学家，或者诗人，或者散文家，或者作家，一
直在寻梦。
然而梦想毕竟是梦想。
 文化大革命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我的文学梦，中断了我的学业。
当时的中国进入了&ldquo;读书无用论&rdquo;和&ldquo;白卷先生&rdquo;的荒诞时代。
　　&ldquo;逍遥派&rdquo;和&ldquo;保皇党&rdquo;　　对于正在寻文学之梦的我来说，文化大革命好
像是&ldquo;突如其来&rdquo;的风暴，使我这个小小的初中生感到茫然、痛苦，无所措手足。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有的成了造反派，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成了保皇派或黑&ldquo;五类&rdquo;
狗崽子；教我的老师、爱我的父母成了走资派、坏分子、黑&ldquo;五类&rdquo;、臭&ldquo;老
九&rdquo;；相濡以沫的从幼儿园就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反目为仇，成为互相对立的敌对阵营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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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因反对大学生造反，被当做有历史问题的走资派揪了出来，下放到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动。
母亲也因所谓的&ldquo;经济问题&rdquo;下放到基层商店站柜台。
我因家庭问题，不能参加红卫兵和革命造反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通过读书所构建的&ldquo;真善美&rdquo;的道德准则，使我在骨子里成为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冲击已经让安静的校园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学校的校长、老师们被陆陆续续地揪了出来，学生们成立了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把能占领的学校房
子全部占领，成为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驻地。
像我这样的学生，已经无法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了，只有回家。
我当时唯一能做的是到各个大学、中学去看大字报，收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小报和信息，了解文化大
革命的动态。
当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大、人大、清华等大学校园去看大字报，去看大学的造反运动。
　　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打人场景。
一天，我到学校去，刚走到学校大门，就听见校园里一片打骂声和惨叫声。
我看到十几个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手持武装带拼命殴打学校一个工友，该工友是负责给学校教工食
堂送菜拉货的，据说是刚刚清查出的从农村逃到城市的地主分子。
人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伤痕累累，躺在地上连发出呻吟声的气力都没有了。
即使如此，雨点般的皮带棍棒还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
听说他已被皮带棍棒交加、拳打脚踢一个多小时了。
所谓&ldquo;革命&rdquo;的激情已经让一些天真的少年丧失了理智，失去了人道，成为摧残生命的打
手。
围打的有许多人还是我们年级的同学，平时柔情似水的少女、温文尔雅的少男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
简直成为穷凶极恶的凶手。
我只看了一眼，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后来听说，该工友在家人用平板车把他拉回家的路上，就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把一个大活人活活打死的悲惨场面。
至今回想起来，这种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斑斑血泪时时闪现眼前。
　　我亲眼见到的另一起悲惨景象，是我的中学校长被红卫兵追打。
平时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女校长，被她的学生&mdash;&mdash;？
一群红卫兵追打，被迫在昔日她的学生、今日&ldquo;革命造反派&rdquo;的红卫兵的棍棒淫威下，俯
首承认是自己学生的罪人。
　　还有一回，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
看到一群身穿蓝布衣服的人，身上挂着白纸黑字的大牌子，上面标明他的罪名和身份，在红卫兵监视
下，顶着炎炎烈日拔草，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北大一些著名教授。
他们旁边就是虎视眈眈、手持棍棒皮带的打手，这些人稍不满意，动辄就会打人。
　　对于这些人间惨剧，我很不理解。
当时我也想跟上社论&ldquo;横扫一切牛鬼蛇神&rdquo;的精神，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所谓的阶级斗争吗？
看来我的思想境界顶多只能是一个逍遥派和保皇党的水准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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