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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
生于1949年的我，到2007年10月21日已五十八岁了。
岁月过得真陕呀12005年的一天，有朋友在闲谈中对我讲：“董健，你是个有故事的人，趁现在脑筋还
灵，手脚还行，写点东西吧，不然将来要后悔哟!”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开始考虑了，但“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写什么呢?虚构我不会，写别人我不熟，想来想去只有写自己了。
历史需要叙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记载才能成为经验，自传虽是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
始的材料之一。
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完善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父母，生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阅历、不同的婚姻、不同的子女
、不同的机遇；身体状况、思维方式、性格特点、为人处世、奋斗经历也迥然不同；命运、感悟、操
守、成败⋯⋯人生百味，各有千秋，但唯一相同的是，最终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五十年前小学同班五十五个同学，姓甚名谁，相貌特点，说也奇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回顾半生，事业成败的三大关键因素：机会、本事加运气。
但最根本的是要靠努力和奋斗。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人生才有成功的可能。
人无精神不行，精神如何变物质?方法又是关键，方法也叫策略，也叫手段，方法出于心智，由外因引
致内因，由环境影响思维，从而作出判断，再采取不同方法去解决问题、处理矛盾，以达目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道理谁都懂，但在现实中，说起容易做起难，劝人容易克已难，世间又无后悔药，事后诸葛也遗憾。
生活就是课堂，社会就是老师。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都有优点和缺点，都有失败和成功，都有得势和失意，都有得宠和失宠，都
有幸福和悲伤，都有酸甜和苦辣。
我也不例外，和大家都一样，在现实中生存，在历练中奋斗。
自1949年出生，到1979年携妻儿到香港，我在西安度过了二十九年半。
自小生长在建国四巷，幼儿园在永保二园，小学在建国路小学，初中三年在西安市二十六中。
我是“老三届初六六级”，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曾在碑林区的工厂当过电工。
我在西安结婚，儿子也在西安出生，我对西安了如指掌。
我曾开玩笑说：“我不爱北京天安门，我爱西安钟鼓楼；我不爱北京十三陵，我爱西安兵马俑，西安
与我有着金刀割不断的感情。
”我在近三十岁时携妻带子到了香港，为人处世之作风和奋斗精神，都是从小在西安培养形成的。
在香港有机会得以施展，同时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又给了我更大的发展机会。
商场如战场，先是为吃穿，后来为事业，打拼了近三十年，至今没有停步。
我的经济状况，用香港话说，算是“上岸”了，但是我的心还没有“上岸”，仍在奔腾中。
我父亲曾毕业于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黄埔军校，系国民党军官，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
1949年在我快出生时，父亲随军去了台湾。
母亲在西安含辛茹苦地将我和我姐姐养大。
1979年，我到香港后，父亲曾示意我去台湾，而我选择了留在香港。
从住木屋干电工开始，经过艰苦奋斗，事业小成，1 982年我将母亲接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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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岁月留声（上中下）》是一本有关商业经营经验的董健自传。
主要内容包括：父亲母亲，我的童年，小小少年，火热的青春，步入社会，坠入爱河，遥远的父亲等
。
该书系作者生活、经历之总结与回顾，既展现了个人的奋斗历程，又反映了社会的恢弘变迁。
著作《岁月留声》，作者意在“给老年人一个交代，给中年人一个交流，予年轻人一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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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一 我在西安出生二 母亲的家庭三 母亲的成长四 母亲参加了抗日活动五  父亲投考黄埔军校六
父母结婚了七 父亲随军走了八 父亲到了台湾九 父亲在台湾又成了家十 商县老家的历史变迁十一 母亲
挂牌行医我的童年十二 瞎子老李捞桶的故事十三 回忆建国四巷十四 我住的建国四巷九号院十五 五十
年前的游戏十六 我进了幼儿园十七 幼儿园里的小伙伴十八 建国四巷的老邻居十九 大刚帮我吃肉二十 
幼儿园老师二十一 电影院上演“惊魂记”二十二 难忘外婆的操劳小小少年二十三 建小的泥瓦匠校长
二十四 建小教导主任二十五 炊事员“老郝”二十六 多收了我一个月伙食费二十七 小郝和他一家子二
十八 第一位班主任朱自清老师二十九 五十五个同窗三十 任远同学成了大学副院长三十一  秋安一家与
我家相交五十七年三十二 天成同学的秘密武器三十三 半个班都是河南人三十四 丙午的妈借架子车给
我用三十五 兴民在家里做生意三十六 我九岁时摆起了书摊三十七 跟大家“挂坡”挣钱三十八 十二岁
时去贩“甘蔗”三十九 和同学去拔菜四十母 亲被“下放”了四十一 我被同学“激”上了城墙四十二 
一半同学住在建国路四十三 三四年级班主任徐桂秀老师四十四 五六年级班主任吴曼老师四十五 体育
老师刘乔华四十六 多面手杨忠谋老师四十七 图画老师张杲四十八 忆其他老师火热的青春四十九 考进
了西安市二十六中五十二 十六中的校领导五十一 二十六中的四位体育老师五十二 历史老师周梵伯五
十三 还有几位印象深的老教师五十四 老教师的悲哀五十五 来了一批青年教师五十六 班主任骆文英老
师五十七 开心的“恶作剧”五十八 周静云语文老师五十九 音乐老师景红莲六十 同级其他班主任六十
一 李秦喜同学模仿老师卜课六十二 我推掉了助学金六十三 我连任三年文体委员六十四 入团要讲家庭
出身六十五 姐姐与我同校六十六 骆老师怀孕了六十七 我主持班上的文艺晚会六十八 我得了全年级乒
乓球冠军六十九 比赛计时钟的“秘密”七十 我是陕西男篮“粉丝”七十一 给骆老师贺七十大寿七十
二 当年教育和现在教育的比较七十三 姐姐不能上大学了七十四 外婆突然瘫痪了七十五 家被“抄”了
七十六 母亲差点受冲击七十七 我姨妈受到冲击七十八 人心变了七十九 我得了关节炎八十 和同学们去
串联八十一 我妈得了癌症八十二 熬鲫鱼汤给我妈喝八十三 寻偏方治母病八十四 照顾半身不遂的外婆
八十五 姐姐当上了教师八十六 姐姐结婚了八十七 我和刘义安同学去兰州八十八 冒险去了趟青岛八十
九 五登华山九十 送同学下乡到宝鸡九十一 户口迁到了农村九十二 户口又迂回西安九十三 我成了城市
的社会青年九十四 给各院子装有线广播步入社会九十五 到工厂干临时工九十六 手指受伤九十七 和下
乡同学相聚九十八 秦喜做的“山西饭”九十九 卖甜瓜一00 卖火柴一0一 缪恒玉师傅一0二 到矿石厂做
电工一0三 相逢刘乔华老师一0四 老师帮我办了“免下证”一0五 去国营厂还是去社办厂一0六 决定到
社办企业一0七 我在再生棉厂显身手一0八 得到蹲点干部的赏识一0九 我到再生棉厂做了电工一一0  求
老师给同学办“免下证”一一一 厂里分来了一批学生坠入爱河一一二 我看卜了肖欣的“大眼睛”一
一三 我递纸条吓坏了肖欣一一四 肖欣没赴约一一五 一口气写了十张‘情书”给肖欣一一六 肖欣被我
吓哭了一一七 兴庆公园定终身一一八 大家为我俩鼓掌祝贺一一九 肖欣爸不让她跟我好一二0 你爸是“
蒋介石”我也不嫌一二一 给肖欣父亲写了封信一二二 肖欣母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二三 奶奶照顾肖
欣姐弟一二四 肖欣母亲“飞”奔西安一二五 我给肖欣奶奶修棕床一二六 带女友先见老师一二七 同学
母亲操心我的婚事一二八 正式领肖欣到家中一二九 肖欣有十大优点一三0 冒风险给表侄女报户口一三
一 我铲掉了大字报一三二 我右脚骨折了一三三 我进了法院一三四 进大学听课一三五 我厂改为新兴造
纸厂一三六 肖欣弟弟回长沙了一三七 肖欣回长沙看母亲一三八 我和肖欣去长沙一三九 我做了电动摇
纸机一四0 俩人做“面拨鱼”一四一 当年的厂长很辛苦一四二 肖欣得了关节炎一四三 肖欣调动工作一
四四 厂里不少年轻人都走了遥远的父亲一四五 对台湾政策有了松动一四六 商县寻根一四七 看到父亲
找寻我的信一四八 给公安部写信一四九 宪法里写有通信自由一五0 “捡”回了父亲的信一五一 首次给
父亲写信一五二 父亲回信了一五三 母亲看到父亲的信流泪了一五四 外婆想念女婿一五五 姐姐紧张过
度一五六 姨妈说我爸是懂礼之人一五七 我的工作有了变化一五八 我调到表壳厂工作一五九 我带队去
培训一六0 肖欣帮家务一六一 完成了培训任务一六二 粉碎了“四人帮’一六三 外婆病逝一六四  外婆
入土为安成家·立业一六五 开始筹备婚礼一六六 我和肖欣结婚了一六七 新婚第一天一六八 父亲的礼
物一六九 和肖欣回商县老家一七0 赴长沙看岳母一七一 我学线切割机技术一七二 肖欣怀孕了一七三 
儿子诞生一七四 我爸给孙取名“天”一七五 董天满月一七六 小董天“烧”了一星期一七七 托人照看
儿子一七八 董天偷跑回家一七九 董天找蛋糕一八0 出差到东北一八一 妻子调到手表厂一八二 姐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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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西安一八三 我得了乙肝一八四 1979年我升了工资一八五 父亲让我去香港探亲一八六 获准全家三口
去香港一八七 秋安给我看手相一八八 临走前心事重重一八九 离开西安的前夜一九0 烧了情书一九一 
告别母亲一九二 与岳母告别一九三 1979年的深圳一九四 一碗汤要五元一九五 深圳出境竞要将一家拆
散从西安到香港一九六 终于全家一起出境一九七 “冲刺”的一幕一九八 初抵香港语言不通一九九 刚
入境就遇上“黑社会”二00 火车上的温暖二0一 舅妈来接我们二0二 到了肖欣姨妈家二0三 到香港才知
爸在台湾二0四 住在调景岭二0五 下一步何去何从二0六 调景岭号称“小台湾”二0七 换下“红卫服”
二0八 调景岭比较偏僻二0九 小董天“抢”蛋糕二一0 到底定居哪里二一一 帮大陆亲人脱困境二一二 
舅舅一家人带我们去玩二一三 彷徨之中算了一卦二一四 初观香港二一五 拾了假钞当真钱二一六 来港
几天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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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仁爱巷九号，这里在1966年前叫仁爱巷，“文
化大革命”中改名先锋街，仁爱巷，便成了先锋四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历史原名，但只将先锋街又改回建国路，将先锋四巷，又改为建国四巷
，而没有恢复仁爱巷，理由是仁爱是国民党时代起的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国民党党章里的
内容，所以不能恢复仁爱。
现在看来感觉可笑，仁爱有何不好，这也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内涵，仁爱
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而无端被“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所篡改，沿用至今。
希望还历史原名，但已过近四十年，可能多被人遗忘，我希望来争取，不争怎么能取来。
在记忆中，我的童年是快乐和幸福的。
所谓快乐和幸福，对于童年来讲，就是有吃有住有玩就行了。
我父亲罗甸服，1910年9月17日出生，是陕西商洛专区商县城东十五里罗家村人(现商县已改制为商州
市)。
父亲家境殷实，是书香门第。
他自幼饱读诗书，能书擅画，习练武功，受祖父母教诲，自小胸怀大志，欲救国救民。
初中毕业后年仅十六岁的他便只身走出商洛大山，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
1949年初，父亲由商县经汉中到成都，再由成都坐飞机，飞松潘打游击，因松潘大雾，飞机无法降落
，军令如山，便直飞海南岛，1950年由海南岛乘军舰撤到台湾。
1979年，我三十岁了，才在香港与父亲首次见面。
1986年，我母亲与父亲在离别三十七年后也在香港见了面，这是后话了。
我的母亲董涵英，1918年12月25日生于西安市长安县樊村乡彰仪村(现改为长安区杜曲镇彰仪村)。
她在西安上的小学，也就是现在书院门的西安师范学校附小；上中学是现位于菊花园的二十一中，当
年叫菊林中学；后从西安女师毕业，职业是小学老师；接着受她姐姐即我姨妈董涵芬的影响，考入西
安医学院高级助产学校，于1942年毕业，被分配到西安市卫生局任高级助产士。
而我姨妈考人了西安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医院任妇科医生。
父亲走时，我妈正怀着我，我姐董秦当时只有三岁。
幸亏有外婆和姨妈的关照，使我平安降地，而且度过了我自认为幸福的童年。
我在此感谢生养我的母亲，感谢照顾我成长的外婆，感谢让我母子三人住在其家的姨妈和姨伯，感谢
幼时带我管我的姐姐，感谢不嫌弃我的四个表哥和一个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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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岁月留声(上中下)》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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