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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家庭生活二三事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待人友善、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尊老爱幼
的慈祥老人。
即使在“文革”十年动乱的艰苦岁月中，他对子女们也从没有严厉的呵斥或大发脾气，而是用他每一
个细微的言语和行动引导着我们积极向上，使我们增加了生活的勇气，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
谐、关爱和欢乐。
　　小时候家中的生活琐事都是由母亲来操持的。
父亲总是忙于工作从来不过问家中钱的花销。
可是每当我们跟他要钱买学习用品时，我们要一角他却给一元，而他却从不为自己添置什么衣物，一
切生活用品全由母亲来管理或购买。
父亲平时总是抽最廉价的烟，在“文革”最困难的日子里，甚至自己卷烟叶子抽，也同样觉得乐在其
中。
那时，他在同级领导中的工资最高但个人消费却是最低的。
　　记忆中的父亲从来都是消瘦精干的，而且经常有病，这都是在锡察地区搞工作落下的病根，但他
精神状态一直很好。
“文革”期间，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每个孩子的饭量都特别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们家庭生活异常困难。
当时我们年龄小不懂事，吃饭时争争抢抢，做出来的饭总是不够吃。
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每次吃饭时刚吃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东西。
我们吵嚷着让他再吃些，但他总是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想起这些我们多么后悔啊！
父亲从“群专”出来后工资还没有发，天天还得去“交代”问题，家里总是缺钱缺粮，父亲的身体大
不如前，根本谈不上恢复体力，经常住院治病。
为了度过难关，母亲将脱过粒的玉米棒子捡回来捣成面再掺点黑白面做成饼子，父亲总是抢着带头吃
，并说他就喜欢吃这种饼。
现在想起来这哪里是真话呀？
他就是这样靠着乐观忘我的精神和舔犊之情维系着这个六口之家。
“文革”结束后，他本应该很好地调养身体，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病看得有多么严重。
他在“文革”后期家里仍然缺粮缺钱的情况下，每次吃饭时，他总是说自己不饿，总要我们孩子们先
吃。
等所有人吃完了，有剩下的他才吃。
没有剩下的他也就不吃了，就那么一天一天地硬撑着。
　　我的大女儿是家中第三代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十分喜爱这个外孙女。
父亲将她视如掌上明珠，对她的疼爱不亚于如今的老人疼爱独子独孙。
每天白天都用他那已经病弱微弓的身体，上午下午都背着孩子出去晒太阳，他由此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早起上学时非常寒冷，都懒得起床，更怕穿那冰凉的衣服。
而父亲总是提早起床先将火炉点上，把我们兄妹几个人的棉衣棉裤都烤热了以后才叫醒我们穿上暖和
和的衣服去上学。
这对于普通家庭的父亲来说可能并不难，但对那时身负领导重任且自己身体并不好的父亲来说是很不
容易的。
这类事情直到我们长大以后才懂得，这是父亲对子女体贴入微的一种关爱方式。
　　北方的冬天很冷，每次我从外面回来，他都会迎上去把我的双手紧紧握住，问寒问暖；我出门的
时候他总是要反复叮嘱我骑车要小心，好好工作，安心上班。
他要求我下班后没别的事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惹事生非。
　　父亲对我的关爱我当时只以为这是老人们的普遍习惯。
可是后来我长大成人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才终于体会到了这种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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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每想起这些往事片断，总是有一股难以割合的再也无法享受到的那种父爱的真实温暖感受。
在父亲刚去世的那个阶段，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总梦见父亲就在我的身边慈祥地看着我，眼睛里好
像有无数要对我说的话。
睡梦中我总是看到他从我们那时住的平房小院中走出来向我微笑⋯⋯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衣着
朴素从不讲究吃穿，但他十分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养成了每天早晚都要收听广播的习惯，即使在“文
革”中被批斗被“群专”，他也不忘坚持收听广播，他的这个习惯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姐弟几个至今
不论多么忙，不论在哪里，不管自己身体好不好都有坚持收听广播的爱好。
多年来父亲收听广播这个习惯在我们身上得以养成了，这个习惯使我们受益匪浅，也理解到了父亲从
收听广播中得到了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格日勒图　　2007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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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亲旺楚克（纪实文学）》父亲旺楚克的主要经历是伴随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内蒙古自
治政府的创建与发展而逐步展开的。
他的这段经历对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特别是对锡察地区民主政权的创建与发展史有一定的填补和
充实作用。
《父亲旺楚克（纪实文学）》作者认真整理撰写他的人生历程，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旺楚克和内蒙古
的过去，以激励后人，传承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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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时，父母工资被扣发，每月仅给一点儿生活费，我们经常在饥饿中煎熬着。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每天只能喝到两碗稀粥，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
为此，能干的母亲决定自己养猪、喂鸡、种菜，以改善生活状况。
“文革”后期，父亲从“群专”放回到家里以后，还从附近的柳树林里割来了柳条，绕着我们的小院
围起一个柳栅栏，在里面种上了一些蔬菜，每天都挑水来浇，父亲常常干得大汗淋漓。
在劳动中，父亲充实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暑假期间，其鲁和两个姐姐常常在太阳刚刚露脸的时候就提着箩筐到附近的田野里给小猪拔草，到河
里抓小鱼喂鸡。
远离不正常的政治氖围，沉浸在清新的大自然里，我们总有一种被接纳的轻松、舒适的感觉。
冬天，我们全家人品尝到了自己喂养的鲜猪肉，至今还令我们姐弟津津乐道，这全归功于父母坚定的
生活信念。
　　1969年10月，父亲最后一个从“群专”走出来回到家中，仍然过着被人监视、继续受审和交代问
题、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
1971年，父亲带病被迫在菜园里劳动改造一年多。
从1972年开始，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每天咳嗽不止，母亲十分悲痛。
在她的强烈要求下，“革委会”主任不得不给予有限的请假时间，父亲一边继续接受审查，一边外出
看病。
1973年后，父亲病情每况愈下，他承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乌兰夫同志的直接帮助下，被“群专”毒打致残的哥哥住进了北京一
家全国最好的医院治疗。
在那个年代，不仅进京看病很不容易，就连进京、住京也需要内蒙古区级的介绍信。
张杰同志（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是父亲在延安民族学院的老同学，他给原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沙
志远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解决我们在北京的住宿期限问题。
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小题大作、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莫大的帮助。
　　“文革”中，父亲的许多在延安民族学院时的老同学，得知了父亲的不公正待遇和非常境况后都
极为同情，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他们是乌兰、石光华、潮洛濛、克力更、云世英、王铎、萨窄了、宗群、苏和、扎喜、苏谦益、黄敬
波等老前辈，他们在父亲患难时给予的真情帮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因“西安受训”一事，河套地委、伊盟盟委、伊旗旗委自1956年开始调查到1978年的定论，在历
次的审干、肃反及挖“内人党”等有关运动中，都曾对父亲花重资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和了解。
外调人员赴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调查被访者达四十多人次，其中有王铎、
刘舂、寒峰、徐子猷、多子寿、旗海田、王悦丰、白汉臣等人，并已多7欠做出过结论和落实处理决
定，但是到1976年仍然维持着1956年和1965年的结论。
25年了，如果没有“文革”的结束，也许父亲的问题就⋯一直会保留、审查下去，永远查不清⋯⋯试
想，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2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舂，父亲奔赴延安的途中在张家畔就开始被关押、受审4个多月，到1943年在
延安整风时，又向组织汇报过，以至到后来的多次写材料、谈话、被批斗、隔离、群专⋯⋯父亲的革
命生涯伴随着受审、挨整、不被信任和各种折磨，父亲的一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冤屈，他蒙受的
痛苦、委屈实在是太多了！
　　父亲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了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我党从延安开始，整风、审干
、“三反”、“四清”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到“文革”时发展到了极端。
在这种政治运动的浪潮中，任何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冲击；父亲的履历表、干部登记表中有不少
都是他人代为填写的，并不是父亲本人的笔迹，填写的内容，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历史时间、事件前后
矛盾，甚至是明显的错误，如1950年父亲的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填写的：1929至1934年，在乌审旗伪
保安队任秘书（1929年父亲才十岁，不可能是秘书），1942年至1944年在延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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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当时的一些组织部门对干部档案的填写和管理是随意、混乱的，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不
负责任的，甚至是在有意乱整人，以至于使这些材料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父亲被整的证据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事实真相终究会澄清。
我们这一代人会从历史中思考，会从思考中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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