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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冬春旅痕》说的是从寒冷到春意盎然的变化及其过程所反映的时代变迁：伪满，解放区，敌占
区，国统区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的变革与经历。
它表现为思想意识和生活中的变化：恐怖，逃亡，革命，学习，工作，斗争和希望的交叉；它记录了
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记录了他对历史各个阶段和不同时期的感受、体验和对事务的分析。
它写的是老百姓的故事，它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许多史实是文献中不易找到的，这也是历史，
记载着百姓的真实。
　　这是一篇回忆录，它记载了时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位老人的前半生。
这是一个爱国青年学生在伪满残酷统治下，痛苦、挣扎、逃亡、斗争，以及迎接春天的历史记录。
他经过历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也经历了民族的复兴；他亲眼看到并体验了敌人的残暴、野蛮和无人性
的灵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人们；他也曾经历了民族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他
一生曾经过痛苦、困惑、彷徨、兴奋、希望、奋斗、探索、创新；他一生中有成功，也有错误和失败
，更多的是它们交织起来的成果。
应该说：他的一生逃过不少劫难，也还算是幸运的。
尽管他不是什么名人，但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普通的知名教授，一个老百姓中较有成就的一员；他的
一生值得记录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中，那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他是一位科学家，尊重科学与事实。
这里记录的是历史的真实，不是编写出来的故事或小说，它是回忆录，是一位老教授自传的一部分。
他的一生经历了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悲惨、最残酷的年代，经历了我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杀戮、奸淫
、掠夺最为猖獗的日日夜夜。
他要让自已的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人民遭受过多大的耻辱，要让孩子们了
解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要让他们展望未来，对祖国负起责任，不要忘记自己是“龙的传人”，要争
口气，要有做人的尊严，要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佼佼者，不再为外寇所欺。
　　《冬春旅痕》是回忆录的上篇，叙说从伪满经逃亡，辗转于国统区、解放区至天津解放的历程，
记载了他的学习与留学生活；下篇将描述解放后一位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生活中的复杂经历。
这是充满着政治色彩的一位普通科学家的一生，是战乱年代里中国青年成长的艰辛历程，是在充满民
族矛盾、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矛盾海洋中拼搏的人生。
　　历史背景：　　1928，张作霖被害，张学良易帜，　1928，生于长春市　　1931，军阀混战，九
一八事变　　　1941，吉林省怀德商业学校　　1932，伪满洲国成　　　　　　　　1944，河北省昌
黎汇文中学　　1936，西安事变　　　　　　　　　1947，北京市山东中学　　1937，七·七卢沟桥
事变　　　　　1948，天津水产专科学校　　1945，8．15日本宣布投降　　1951，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　　1946，全面内战；　　　　　　　　1955，北京外国语学院　　1948，天津解放　　　　　　
　　　1956，苏.列宁格勒大学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61，吉林大学　　这是一个
奋斗的和不断进取的人生，它又体现了一个人可以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又不随波逐流，按他父亲
的遗愿，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为此。
他比普通人付出了更多的辛劳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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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冬春旅痕》说的是从寒冷到春意盎然的变化及其过程所反映的时代变迁：伪满，解放区，敌占
区，国统区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的变革与经历。
它表现为思想意识和生活中的变化：恐怖，逃亡，革命，学习，工作，斗争和希望的交叉；它记录了
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记录了他对历史各个阶段和不同时期的感受、体验和对事务的分析。
它写的是老百姓的故事，它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许多史实是文献中不易找到的，这也是历史，
记载着百姓的真实。
　　这是一个奋斗的和不断进取的人生，它又体现了一个人可以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又不随波逐
流，按他父亲的遗愿，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为此。
他比普通人付出了更多的辛劳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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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故乡的梦1.家与孩童时代的故事儿童时代的家乡老母鸡和它的鸡雏“鬼子钻裤裆”孩子自己
的“宝贝们”2.我爹和他的“遗嘱”3.善良的妈妈4.一个神秘的邻居二、记忆中的东北1.黑油油的土地
，甜滋滋的泉水2.“出荷”的背后3.被鬼子扼杀了的“乐亭帮”4.“经济犯”是日本侵略者斩杀中国人
的“上方宝剑”5.大烟馆抽大烟的学问6.灯红酒绿的“老胡同”7.“托龙”的故事8.鬼子楼9.能显灵的
“孝子坟”10.“满洲国”内的日本“杀人场”追记：我东北人遭受日本侵略之苦，可不是从“九一八
”才开始的！
三、尚有所留恋的小学生活1.幸运儿的母校2.感受“体罚”，也算校园生活3.叛逆性格4.叠罗汉，快乐
的春节叠罗汉从春节活动，看中华民族的希望自身强大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四、苦难的中学时期1.带有伤痕的“远足”2.野蛮的惩罚：“循环嘴巴”3.日本人天天羞辱你4.我一生
难忘的“醉酒”5.“勤劳奉仕”被占领者的劳役我们曾与祖国“对抗”给鬼子“献血”——又一个逃
亡的“召唤”消极的抵抗6.爱国思想的启蒙我的思考五、逃亡1.决定命运的时刻2.“王道乐土”空中回
荡着的惨叫声3.奔向希望的曙光我们是中国人前夜4.穿越“鬼门关”在逃亡列车上5.别了，“满洲”别
了，“满洲”6.“审查”7.祥和的老家我爹有意安排的“家访”？
8.离别六、硝烟迷漫中的华北逃亡生活1.第一次任务2.欢呼抗日胜利3.又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一天畅游
碣石山碣石夕照4.学潮5.龙家堡6.校园花絮校园趣事蒋介石的书流弹的故事“厅长”“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剧团校园里的老师怀念母校昌黎汇文中学7.解放区见闻（洗礼）第一次参加选举“跑敌情”“
围扰”“发面了”的妇女队长8.被迫退学，挺进北平“赈灾”被迫撤离插班川岛芳子，抱着小猴受审
的国际大间谍9.第二次被解放苦闷的岁月天津解放是这样进行的10.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迷上了“科学试
验”读书开始成为我的生活之重要元素七、我的大学1.清华、北大——逃亡的终点？
清华趣事美丽摇篮的历史沧桑周总理，我们永远的怀念圆明园里的实习课中秋夜，未名湖畅想2.风雨
中的留苏生活苏联的震撼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伏尔加之旅苏联的历史功绩让友谊之树长青导师
缺席的答辩感悟人生：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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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与孩童时代的故事　　儿童时代的家乡　　我儿时的家，住在东北大平原中心的一个城镇里（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
这里是东北大平原的脊柱，是东北中心，又是分水岭。
南边的水通过辽河流人渤海；北面的水属于松花江水系，进入黑龙江后奔向遥远的北方。
这里有黑油油的土地，盛产大豆、高粱和玉米。
那是一个铁道线上的城镇，距伪满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只有一站之遥，是当年的一个粮食集
散地，商业相当繁华。
大粮栈、烧锅（酒厂）、布庄、饭庄等都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业务兴隆；另外还有远近驰名的骡马市
，坐落在铁道北，它与它所带动的旅店业、饭馆业、铁匠炉（通常带修马掌）等，形成另一个具有自
己特点的街区。
从这个街区往北走，不远儿就到了“乱死岗子”；再往北约三四里地就走到一片低洼地带，这就是附
近著名的“八大泉眼”，它不断喷涌出清澈、优质的泉水；过了“八大泉眼”可就到了一望无垠的黑
土地——东北粮仓的一角。
　　城镇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笔直而较为宽敞的大街，街的中部是商业区，它连结着西区的日人居
住区和尽东头的华入穷苦劳动入民居住区；孩子们可以汇集在这条中心街上，到东头中国学校或西区
的日本小学校去读书。
在东西两区交汇处左右，建有火车站、汽车站、商会办公小楼，以及一个牵动人们神经的，人们称之
为“大衙门”的警察署。
在中心街南面还有一条街道，那里有粮栈和集市场。
遗憾的是，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镇公所在哪个地方。
　　在范家屯火车站前，路西有个小公园，不大，也没有许多好玩的，只记得有个网球场；在公园南
边相邻的地方建了一个神社，平时没有人祭拜，似乎有过祭祀，还满热闹。
那是日本的庙，祭祀时强迫中国人也去参加。
小时候我去看过热闹，平时还在周围玩过。
长春有个更大的神社，也在火车站前不远的地方，现在是吉林省政府第一幼儿园。
　　在这个城镇上，有给富人开的窑子，给穷人开的当铺，给百姓开的点心铺等，都应有尽有。
小作坊、小商店、小工匠零散地坐落在中东部一带。
还有一种没有门市的行当，那就是他们都在袖筒子里头说话的经纪人队伍。
在儿时的记忆中，这里在大街上还公开开设有吸食人血和毁人精神和灵魂的大烟馆。
范家屯街东头，有一个没有烟火的寺庙，小时候曾和同学到里面玩过。
在一块大石碑的碑文中，我发现有我爹的名字，这大概算是一个有头有脸人物的标识吧，他们和贫苦
老百姓在日本鬼子的眼里是不一样的。
日本鬼子和鬼子的帮凶们，对他们多少客气一些。
在这些人里自然有我爹的“朋友”，其中一位姓苏的，就是当时当地的“协和会长”，他们见面都很
客气，但是，我爹和另外的朋友在一起谈话时，他们从未说过这个姓苏的“会长”好话，但，选会长
时，还是非他莫属。
　　我是一九四四年底离开家的。
在这前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青少年时代我所认识的人们，也有许多变化：我家邻居，房客高家
，在日本投降前就搬到天津，后转到北平定居；隔一条小胡同的一个姓石的邻居，叫石镇九，当时是
镇警察署中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日本投降前“荣升”为华北山东一个县城敌伪县太爷，没等日本投降
就被枪毙了；那位姓苏的会长，在解放后，得到了跟姓石的同样下场。
我家附近的一些老人多数不在了，他们的后代我几乎全不认识了；那时也有一些突然“失踪”的人，
我没有机会去调查，在这儿就先叫他们暂时“失踪”吧。
这就是我少年生长、居住的城镇。
在我逃离这个城镇之前，这里已经不那么景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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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必需品：粮食、布匹、食糖、烟酒都实行配给制，市场因而也就萧条了，往日的繁华，现仅
存于儿时的记忆之中。
　　我出生在长春三马路的一个大院落里。
在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
由于世道险恶，父亲决定把家搬到交通方便的“新京”的外围城镇，并买了有二十来间平房的院子，
选三间正房，就住了下来。
这个镇上只有一个警察署，上下当官的少，容易打点，正中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俗话，鬼小，
花钱少，不管什么样的鬼，花上钱，都是可以给推磨的。
　　我的出生地长春，过去是东北一个重要城市，叫宽城子，伪满成立后，改为“新京”。
“新京”的工业非常落后，最大的工业就是我们乐亭老乡、汀流河刘氏家族开的益发合面粉厂，最大
的百货商店是泰发合（解放后的长春第一百货商店）也是他们刘家的买卖。
日本入侵后，在新区建了比较大的三井百货和宝山百货，是现在的长春百货大楼和中兴百货原址。
那一带的街道规划得很好，建筑有西方规格的，有和式的，都很坚固，就是窗户一直到现在，人们的
议论中都嫌它小了些。
在那时中国人逛了新区之后，回来都暗自叫娘，“他妈的，真打算安家立户了！
”他们没有骂错，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可是做了长久打算的，有了万全的准备。
有一项工程就可以说明一切。
那就是由火车站到市南端兵营的宽敞的中央大街，地面上有五条道：人行道、慢车道、中央快车道、
慢车道、人行道，快慢道之间有绿化隔离带，这是全国最现代化的街道，给来访人的印象是：到今天
也不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央大街的地下，建有一条能开两辆军车的秘密而且坚固的地下通道。
它连结军营、各大部、中央银行、关东军司令部并直达火车站。
说是安家立户不假，但，当强盗的，占据了别人的家，怎能心安理得？
所以，还是准备要逃跑的。
　　日本人还在火车站前修建了一座神社，里面供奉日本的什么神位。
日本人经过那里都要停下脚步，作揖、行礼、膜拜；坐汽车或电车路过时，也要摘帽、致意。
也叫中国人照着做。
奴化了的中国人就“认贼作父”，把敌人的牌位，当自己的祖宗来礼拜；有的人不甘心做亡国奴，假
装不懂或者假装没看见，转过头去，或者干脆，一上车就把屁股朝着神社站着。
也有的“抗日分子”，路过时行个礼，为的是逃过特务的盯梢。
　　日本人规定中国人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还规定溥仪要这样，要那样。
有一件事，是最耐人寻味的。
即，溥仪的伪皇宫中，有所谓的“天照大神庙”供奉日本的祖先，溥仪这个儿皇帝，真的是“认贼作
父”了。
而伪皇宫里却没有溥仪祭祖的地方（见：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中国文史，2005，46页），可见，日
本人标榜的“忠”、“孝”到底是什么货色！
　　伪满经济发展是畸形的，日本人定的经济条例使中国人的商业根本无法与日商抗衡（后面谈到的
范家屯糖业株式会社的特权，很能说明问题）。
“新京”日本人开设的明亮、宽敞、货物齐全的大百货商店开业后，中国人很少光顾。
新区走动的人都很少，老百姓都惧怕日本鬼子，包括那些很有礼貌的日本女人。
当时“新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还得说是泰发合一带。
富有的、贫苦的中国人，都喜欢狭窄的、看起来杂乱的“新民胡同”。
那里有吃的，有玩的，也有说大鼓的、唱戏的；有舞剑、弄枪的，也有卖艺的和卖大力丸的；有养鱼
、卖鸟儿的，其中有的鸟儿会唱，有的鸟儿会说，更有黄雀儿会给你抽帖、算命；吃的有：南北大菜
，也有烤白薯、炸高粱米面丸子、煮花生和刚出锅的杂和面窝头；自然少不了跑堂的吆喝声，划拳酒
令声，顾客走了，跑堂的送到门口，喊了声：“小费两角！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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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里面的、正在端盘子的、擦桌子的⋯一齐喊着。
这是中国传统的欢送方式。
饭馆门口也往往是中国式的酒吧台，上面摆着白酒和黄酒坛子，也有蛇酒和参酒；他们有的供奉关公
或财神的。
自然这附近不会少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窑姐儿们的身影，和她们做“生意”的什么“堂”，什么“班
”之类的场所⋯⋯新民胡同是中国人休闲、娱乐、购物集中的地方。
当然，这里也免不了有地痞、无赖和军警、特务的足迹。
　　这里的小巷虽然狭窄，但人气兴旺，拉洋车的可以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是吃，是喝，是嫖，是
赌，尽管您选，都会把您送到；讲究的洋车有擦亮了的铜装饰，冬天还有棉布帘儿给乘客挡挡风寒；
那年代还有拉脚、出租的马车，是当时东北中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车夫不管是冬是夏，外面都穿一件布背心，上面缝着他们的标识。
　　鬼子进来之前，我家就曾住在距此有两个街区左右的一个大杂院里。
那是一个大院落，有一个大门，有看门的，代管环境卫生。
院内有四十间左右的住房，有十多户人家，两三间一户，各有各的小院子，又各有自家的小角门，即
或是临街的住户，出入的角门，也都开向大院内。
阳面朝街也只开个小窗户，窗户上按上铁栏杆。
这是当时东北城市中，特有的住宅风格。
市中心的房子多半是砖瓦结构，偏远一些的房子多数是平房，有灰顶，也有的是土顶，即用土和谷草
掺盐和的泥抹成的房顶，它既不漏雨水，又不长青草。
这种院落比较安全，夜间关上大门，遇到闹“胡子”时，人们可以搞联防，有的还拿出枪，在屋顶上
与匪徒周旋，有的院子往往容易逃过一劫。
大院内各户关系相处都非常友好，不像现在的高楼大厦中的居民，有时对门住着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
在长春住时的大院里，我们家有个邻居，刘大爷和我们家相处甚密，我们家搬到范家屯镇之后，还一
直保持友好往来。
我爹妈到长春去，常住在刘大爷家。
我还看见过刘大爷给他们按摩，那种按摩真是有医道，应该叫推拿更合适，在全身推拿，似乎根据脉
络原理。
推拿完了，会让你感受到全身轻松，颇有“精神焕发”的“舒坦”之感。
似乎刘大爷还会针灸，我发现他家有针灸用的长针。
到今天，我家与刘大爷的晚辈还有来往。
　　我们在范家屯的家，也是这种院落格式，这里也是一个大院，也有三十多户人家。
后来，大院的路南建了警察署，硬把大院拦腰截断，中间开了一条胡同，为了让日本警察的“电驴子
”通行。
我家这一半，砌了墙，成了较小的中等院落，住有十几户人家，有两个门，住户分为南北两部分，中
间有四百平方米的空场。
那里堆放着各家以秫秸为主的柴火垛，有的柴火垛，堆得比房还高，起脊，像瓦房那样，这种草垛不
漏雨水。
有的人家买得多，可以用二三年。
也有很小的谷草垛，那是预备抹房顶（土房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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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篇回忆录，它记载了时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位老人的前半生。
这是一个爱国青年学生在伪满残酷统治下，痛苦、挣扎、逃亡、斗争，以及迎接春天的历史记录。
他经过历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也经历了民族的复兴；他亲眼看到并体验了敌人的残暴、野蛮和无人性
的灵魂；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人们；他也曾经历了民族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他
一生曾经过痛苦、困惑、彷徨、兴奋、希望、奋斗、探索、创新；他一生中有成功，也有错误和失败
，更多的是它们交织起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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