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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往事随记：上代和我的故事》是作者和我的家人经历的一些记载。
正如2008年、2009年两次率团访问黄山村的日本宫城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江幡武先生（日本东北大学
名誉教授、理学博士）在2009年11月15日给我的信中所言：“我得到了您的《百年往事随记》，读得
很有意思。
通过你们一家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百多年的日中交流和中国人民生活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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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童年随记一一晚清旅曰40年的祖父和我在宗法制乡村长大的童年
　一、慈溪县沿革一二
　二、黄山村地貌和王姓在黄山村的定居
　三、黄趾村建筑的布局
　四、王姓乡绅治理
　五、家族地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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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长工仁金人客．
　结束语
第二部分 在上海读中学时期随记(1941一1947年)
　一、不同类型的亲戚
　二、义祖父张伯岸和他开办的卖科学仪器的商店
　三、伯父王祖赓的民族情结
　四、在光华大学附中学习点滴
　五、父亲回来了
第三部分 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随记(1947一1952年)
　一、参加学生运动和加入地下党
　二、对清华大学一些师长的回忆
　三、参加教学改革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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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参加工作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期间随记
　一、分配在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的社会贫穷现象
　三、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实习制定工时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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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对右派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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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干国防工业是： “战时杀头，平时挨剋
　十二、参加组织轻型坦克等战斗车辆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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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发现坦克厂“把帮结合”的先进检验工人
　十四、参加坦克厂“四清”运动，抓坦克厂均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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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革”开始了
　二、我被批斗
　三、“红色”组织
　四、对兵器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
　五、清理阶级队伍
　六、跟随王立副部长研制改40火箭筒和弹
　七、负责：工艺、材料和技术改造工作
　八、1969年底到1976年底我和潘淑英
　九、粉碎“四人帮”后我的遭遇
　十、对我和潘淑英同志的审查结论
　十一一、申诉、复查、一笔勾销
　十二、我的两篇文章
第六部分　1983年到2007年期间随记
第七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病记
第八部分　回乡记
附录一　军转民15年成就纵横谈
附录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鸦片战争的启示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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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636厂后，让我担任工厂改建设计组长，组员是1951年和1952年分配到该厂的大学生
，约二十五六人。
在工厂总工程师领导下对工厂进行改建设计工作，把工厂改建为一个坦克发动机修理厂。
从今天来看，工厂改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在当时是一个大项目，而且又是一个军工项目，因此，还
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
又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工厂设计的经验，因此在1952年11月11日，由我带队到北京来做设计，便于请
教北京有关专家，也就由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636厂有一个苏联顾问，名字和玻璃丝袜的音相近，因此工厂里的人就叫他“玻璃丝袜”，我们想
请他指导。
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不给我们做指导，而且认为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根本不懂得坦克发动机修
理的工艺规程，没有资格做工厂设计，做了，做出来了，也做不好，不但做不好，还会给国家造成很
大浪费。
因此，他说，你们一定要做，他就要向周总理写信，告我们，说这是犯罪行为。
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人确实不懂得坦克发动机修理的工艺规程，但当时中国也找不出懂坦克
发动机修理工艺规程的人，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来做。
例如机械加工车间，我们只好采用机群式的布置，落后一点，还是可行。
1953年6月初完成初步设计后，回长春做技术设计。
是年9月完成技术设计，请当时水平最高的上海建筑公司施工。
最大的机械加工车间的设计面积是5000平方米，现在来看不大。
但当时上海那家施工公司一看，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施工过的大厂房。
这些情况反映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建设水平的确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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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往事随记:上代和我的故事》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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