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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撰写个人回忆录渐成风气。
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不同伤害的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自述历史，存之后世的心理动力更为
强烈。
李扬鉴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一个探索者的人生》，就是如此。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
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工科学者较为少见。
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
这方面的标本不多。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束星北档案》（刘海军著）可算一个典型标本，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现在，李扬鉴又提供了一个典型标本，同样值得关注。
我对束星北从事的理论物理学和李扬鉴从事的构造地质学都是外行，对他们从事的专业没有资格发言
，只想从学者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对他们做一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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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一位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革命者、囚徒和学者的特立独行者，在监狱和研究室“两个世界
文明发源地”萌发的令世人震撼的人生感悟和惊世骇俗的科学创新，以及他在追求独立人格、独立思
考、理性、创造、极限与和谐艰辛道路上的种种磨难及其坚韧不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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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扬鉴，1934年出生于广东揭西，解放前夕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翻(今共青团)，1955年毕业于东北工
学院(今东北大学)，随后分配到地质队当技术员。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身陷图周长达22年之久。
在劳改矿山期间，他发现了许多新的地质构造现象，萌生了不少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思路。
1980年右派改正后调入前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
他把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篇篇论文中，创立了一
个个新概念新模式。
随后他出版了《大陆层控构造导论》专著，创立了大陆层控构造学说，解决了板块构造学说无法解决
的大陆地质问题。
先后获化工部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各一项，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晋升为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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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故乡1934年4月16日，我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新寨村(今属揭西县棉湖镇)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大家庭，
潮汕(潮州和汕头的统称)人氏。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潮汕地区，在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事被贬来潮州任刺史时期，还是一片荒僻之地
。
后来中原战乱频仍，众多先民为了躲避兵火之灾，遂不辞辛劳，纷纷南迁。
李氏也是在南宋时经闽入粤的。
于是潮汕地区才渐渐繁荣起来，潮汕人也由此拥有移民特有的刻苦耐劳和积极进取的优良传统。
到了清朝后期，海上交通兴盛，潮汕地区人口稠密，地少人多，先民又勇于开拓进取，故许多人便漂
洋过海，出外谋生。
现在潮汕人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海内外各有1000多万人。
当年这些赤手空拳外出闯荡的游子，由于具有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精神，后来多已发迹，不少人还成
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实业界巨子。
团结奋进的潮人精神，早已蜚声海内外。
棉湖位于榕江南河中游，建寨于宋代，已有千年的历史。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到了明清时期，它已经发展成为粤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重镇。
那里盛产甘蔗，用它榨制的红糖，大规模远销京、津、沪、苏、杭一带，出口量为当时全省之最。
其中赤砂糖最负盛名。
商业社会培养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从前我们那里只对教师和医生才称先生，其他职业的人，无论是高官或巨贾，一概不能以先生称呼，
由此可见一斑。
棉湖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辈出。
清代揭阳县中进士者十余人，棉湖(原属揭阳县)就占4人。
其中历官至度支部右丞的曾习经，为人正直，能力超群，办事认真，文才出众，被梁启超誉为“有清
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现代更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专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打倒盘踞在粤东的军阀陈炯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第一次东征。
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的学生军教导团1000多人，于1925年3月13日，在棉湖
大功山与陈炯明干将林虎1万余众的部队遭遇。
学生军以一当十，英勇无比。
他们从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
之后侧出援兵，击溃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歼敌3000多，取得了第一次东征最关键的伟大胜利，为国
民革命军北伐奠定了基础，并在棉湖人民心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由于棉湖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文物古迹众多，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6月5日发文批准
该镇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新寨村位于棉湖镇东北部，现有人口3000多。
原来是李氏的宗族围寨，四周有四五米高的厚实的防御性围墙，东西南北各开一个寨门。
村里街巷纵横有序，围墙外有溪河环绕。
这是潮汕地区一种典型的围寨格局。
围寨，是在当时动荡的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为了集体抵御外来的掠夺、杀戮和便于寨内居民生产生活
互助而建的一种建筑。
潮汕人世代相传的强大凝聚力，就与这种围寨建筑文化的熏陶有关。
同宗族的人住在同一个寨内，有着共同的祖先、祖业和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关起寨门，便俨然是一
家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围墙被拆除，溪河也被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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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寨”存“围”亡，昔日围寨格局已面目全非。
清代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在村外东门溪庵前潭畔，修建了一座风景秀丽的李氏花园。
这是当年李氏子弟学文习武之学堂，俗称武馆。
该馆培养具有文韬武略的经天纬地之人才，故命名为经纬学校。
在学校的正门上，题写有门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综述了办学的宏伟宗旨和做人应有的高
尚情操。
后来学校改为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多半时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寨中央一座全村规模最大的大院里。
该院俗称大厝内，为“四马拖车”建筑，三厅二花巷，后有花园。
院内大小房间三四十间，四角各有一口水井。
这是潮汕乡村传统住宅中比较雄伟的一种建筑。
原来大院里还聚居着其他十多户远房亲戚。
这种宅院建筑与围寨建筑一样，也是为了集体防卫，为了同姓同宗的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
随着私有经济的兴起，个性意识的抬头，人们开始追求独立生活、独立发展。
于是原来集体主义的、不适应现今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宅院，就渐渐被冷落被淘汰了。
近20多年来，许多人家先后迁出了大宅院，到寨外更大的更自由的空间另立门户，另谋发展了。
昔日熙熙攘攘的大厝内，现在已经人去房空，冷冷清清。
双重性格我的父辈有五兄弟两姐妹。
到我懂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已经有30来人了。
那时祖父也还健在。
每餐吃饭，大家挤在一个大厅里，大人用大餐桌，小孩用小餐桌，热闹异常。
土改后，大家庭解体，各房头过各自的日子。
祖父也在这时过世。
原来的家庭成员，现在大部分仍在家乡，但也有不少人散居国内外各地，人口已经增加了两倍。
生父排行老二，我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出生时大伯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无男孩，我便被过继给长房，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
虽然几年后长房自己也先后生了一女一男，但对我的溺爱依然未减。
我是从小被抱过来养大的，与长房的感情比与二房还深，称养父养母为阿伯(父亲)阿姆(母亲)，称生
父生母为二叔二婶，所以在我性格形成过程中，养母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封建的大家庭里，长子长孙享有一些特权。
养母是长房大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自然处于支配地位；加之她脾气暴躁，又善于操持家务，故尽管
有的婶母背后对她颇有微词，但当面还是俯首帖耳，不敢说个“不”字。
我是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又得到有权有势的养母过分宠爱，在家里自然过着比别人优裕的生活，
也自幼养成了唯我独尊的心理。
当时家里早、中餐吃稀饭，晚餐吃干饭。
这种两稀一干的饭食，那时比起周围老百姓过着吃了上餐愁下餐，长年以红薯充饥的日子，已经算是
殷实人家的优裕生活了。
可是我不喜欢吃稀饭，故每天中午家里又单独给我捞干饭吃。
吃饭时，自家种的蔬菜可以随便吃，花钱买的豆腐、鱼、肉这些好一点的菜肴，每个孩子却只能分到
一小碟。
养母掌握着好菜的分配权，每次分菜，我总比别人多一两倍，令兄弟姐妹们羡慕不已。
家里母鸡下的蛋，也经常成为我的囊中物。
由于养母的偏爱和精心照料，我的身体从小便长得非常健壮，为自己日后在长期的逆境中经受住磨难
打下了良好的体质基础。
所以尽管我对养母在家里那种颐指气使的作风不以为然，但对她老人家给予自己的关爱，让我日后在
落难期间身体没有彻底垮掉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养母的袒护下，小时我在家里为人也很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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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与二房的二兄扬训打乒乓球，老是输，便恼羞成怒把他的一件新褂子剪破。
还有一次，是在棉湖第一小学念三年级的时候。
那天下着雨，我不肯戴斗笠上学，嫌它俗气，怕被同学讥笑为乡巴佬，要求家里管钱财的四叔给买把
廉价的油纸伞。
他不答应，我就不肯去上学。
双方相持不下，陷入了僵局。
这时已经快到上课的时间了，我便勃然大怒，操起门后一根扁担，把家里存放餐具的大立柜捅了个窟
窿。
虽然我这一生从此再没有因为发脾气破坏过任何东西，但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当时我是多么任性，多
么胆大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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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7年退休至今，这部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11年，七易其稿。
正当这本难产的书快要杀青时，突然传来了令世界震惊的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我正在院图书馆查阅资料，管理员小赵快步走来告诉我：“李工，发生
地震了，灯在摇晃。
”我向来反应迟钝，并无觉察。
经她提醒，抬头望了一下吊灯，呵，可不是吗，灯还在摆动呢！
我以为是小震，没有介意，继续看我的书。
过不了一会儿，出去探听消息的小赵又急急返回：“不好了，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这时，我才收拾起文具速速回家看电视。
随后一连好几天，我天天守在电视机旁，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事也干不了，双眼盯着那一个个撕心裂
肺的悲惨画面和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崇高场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我目睹了从未见过的大灾大难，一座座村庄、一座座城镇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活埋
于废墟之下；同时我又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便赶赴现场指挥救灾，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为灾区
灾民献出一颗颗赤诚的心。
一位解放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那点食物，拿出来喂从背上放下来的受伤妇女。
温总理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遗体前停了下来，对着遗体三鞠躬。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普通受灾民众降半旗和举行三天全国哀悼日⋯⋯我为无数生命瞬间消失悲痛
欲绝，也为全国同胞和世界友人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感动不已。
从人民和国家对生命及其尊严的关爱和尊重中，我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正迎面走来。
一个经历过漫长严冬的人，对和煦的春天备感温暖和珍贵。
回忆，使我热切地拥抱现在，更想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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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扬鉴先生是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蒙难的理工科知识分子。
此前，同时蒙难者写作长篇回忆录的多为作家、记者、社会人文学者和律师，理上科学者较为少见。
因而这本书不仅是个人苦难和奋斗经历的宝贵记录，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标本。
 　　——著名学者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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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探索者的人生》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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