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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老家隆化县的文友们习称我为“农民作家”，我不敢领受这么高的赞誉，但这些年我确实是从
庄稼地的垄沟儿里拼搏向上、一步步走上文学艺术工作者之路的。
我和刘文同乡邻村，沾亲带故，他是羊倌的后代，但他和我一样，自小喜好文学，我们也就因文结友
，几十年来，友情深笃。
　　1973年，刘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到隆化县“很有名气”的张三营中学读高中，他万万没有想到班主
任和语文老师竟是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当时，杨绍明受他父亲的株连，被从北京大学下放到我们这里当老师已经3个年头了。
1975年，杨尚昆结束了长达9年的隔离监禁，被江青和康生把持的中央专案组从北京遣送到山西临汾，
遭受迫害致残的夫人李伯钊也被迫中断了治疗，与杨尚昆一同去了临汾。
当时，他们受到周总理的关照，允许留一个子女在身边照顾，他们便把儿子杨绍明叫回了身边。
杨绍明从河北隆化张三营中学调到山西临汾的动力机械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当老师，白天上班不能
全身心地照顾二老，尤其是照顾行动不便的妈妈，于是，他就把张三营中学自己班上的班长、已经毕
业回乡务农的刘文召唤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
从此，这个朴实厚道的农村小子就与杨尚昆一家在特殊的时期结下了特殊的情谊，他们的相处也留下
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97年7月21日，从国家主席任上退下来的杨尚昆带领全家人来到承德，在承德的绮望楼宾馆，杨尚昆
指名道姓地和隆化县来的数十人见面，因为这些人他早在儿子杨绍明那里听得耳熟能详了。
笑谈中杨尚昆指着刘文认真地宣布：“这个刘文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乡亲们细细地品味这句话里的深意，感到非常温暖，认了刘文就等于认了隆化的百姓，大家觉得跟
杨尚昆一家更近了。
　　1978年冬的一天，我和刘文还有另外几个好友在乡里聚会，席间，谈到刘文复习考大学的情况，
刘文动情地说他接到了从临汾寄来的复习提纲，其中有杨伯伯亲笔抄写的几页。
大家高低不信，于是立刻跟上刘文，摸黑翻过四道山梁，走八里山路，到刘文在偏坡营榆树底村的家
里亲眼看了杨尚昆抄写的五页提纲。
大家都叫刘文把这些年与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故事写出来，当时在场的刘在田（全县年纪最轻的乡长）
还说：“你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这段特殊经历，是平民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应该写出来让大家分
享。
”刘文后来把写杨尚昆一家与农民交往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同学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
之后不久，刘文的同学情不自禁地把与杨绍明及他们的家庭交往的故事讲给刘文，还把杨绍明给他们
家里照的相片送给刘文作资料。
　　刘文从下决心到试笔，三年五载过去了，这才上点道儿。
我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第一知情者，第一关注者，第一享受者，第一传播者。
先是读片断，后是读初稿，再是读定稿。
三十多年，一万两千多个日夜，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农家子弟与共和国高层领导的家庭水乳交融，患
难与共，相依相帮，那一幕幕亲情浓郁的生活场景，令人羡慕，令人赞叹，令人敬仰。
刘文没有虚构，没有修饰，没有渲染，他是朴实的农民，写的也是朴实的故事。
刘文考大学未被录取，在感到丢面子和难过的时候，杨尚昆写信鼓励他：“年轻人受些挫折怕什么，
要有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还在落款处特别写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年轻人”。
当刘文的家和同学们的家遇到困难时，杨尚昆一家就尽其所能地解囊相助。
1974年春天，刘文得了急性脑膜炎，杨绍明在学校背起已经昏迷的刘文就往医院跑，医生说这学生再
晚送来一点就没命了。
刘文住院，家里分文没有，杨绍明拿出仅有的工资交了住院费。
杨绍明的学生白宝仓家里房子要倒了，一家人着急上火，刘文写信告诉了杨老师，杨绍明掏的钱不够
，杨尚昆得知后，把少有的生活费寄给白宝仓家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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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复出后，逢年过节更是忘不了儿子在隆化的这些学生们，烟啊酒啊的没少让刘文往回带，老人
家非常看重儿子交的农民朋友，也希望这份情谊延续下去。
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后，仍然通过刘文了解农村的情况、百姓的需求，这种交往充满着人情味和人格
魅力。
　　刘文是够幸运的，从十年内乱到改革开放的高潮，一晃就是二三十年，他在与杨尚昆一家的相处
中，受到了熏陶，充实了生活，提高了思想境界，并且培养了谦逊、笃信、坦诚、热情的美德。
刘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指导员、中学教师。
因为酷爱文学，杨绍明又亲授过摄影，刘文还在县剧团做了好几年编剧和舞台摄影，现在是在县里做
宣传干事。
这些年来，刘文笔耕不辍，写过不少东西，并且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
刘文的每一个进步，都得到了他的恩师杨绍明的鼓励。
刘文虽然与杨尚昆一家“沾亲带故”，杨尚昆却没有因为亲情而给过他任何特殊照顾，刘文也从来没
有提出过谋职升级的请求，因为他太知道杨伯伯的为人了。
　　我与杨绍明也是一见如故。
当年，我同村同姓的亲戚中就有三个人是杨绍明班上的学生，他们在家里挂在嘴上最多的就是他们的
杨老师。
我与杨绍明第一次谋面，是在一年的数九寒冬，他带领学生到昆仑沟打柴，路过我家，大冬天里却热
汗津津的他，只喝了我家一瓢凉水，跟我对了短短十几分钟的话，就匆匆追赶学生队伍去了。
他那和蔼可亲、幽默健谈的性格和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作风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杨尚昆恢复职务后，杨绍明也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记者和编辑。
他身份变了，与我们的感情却始终没变，他通过刘文不止一次赠我书籍和画册，寄语签名，对于我的
成长，起到了激励作用。
有一次，我与隆化的二十三位政协委员去北京观光，当时正赶上中南海对游人开放的好机会，我打电
话请杨绍明帮助解决中南海的参观券，本以为我的请求可能会被婉言推托。
令我感动的是，他不仅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托，还苦苦地在新华社接待室的长椅上，从下午5点多下
班一直等到快晚上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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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5年夏，杨尚昆结束了长达9年的隔离监禁，被江青和康生把持的中央专案组从北京遣送到山西临汾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夫人李伯钊被迫中断了在北京的治疗，一同去了临汾。
他们受到周总理的关照，允许把一个子女带在身边，杨尚昆夫妇选择了下放在河北农村教学的二儿子
杨绍明。
夫妻团圆，儿子回到身边，相对于夫妻离散、挨斗受整无疑是平添了几分和暖，但是毕竟还面临着沉
重的政治压力，过着五味俱全的特殊生活。
年近古稀的杨尚昆和李伯钊，特别是偏瘫的李伯钊需要特殊护理，而回到身边的二儿子杨绍明还不得
不一边在工厂里工作，一边照顾二老，远在异地的哥哥、嫂嫂、妹妹来不到身边，于是，刘文——杨
绍明的学生，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走进了这个家庭。
本书由刘文撰写，讲述的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家和普通农民家庭之间
发生的为世人鲜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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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河北省隆化县人。
1957年出生。
1975年高中毕业后，务过农，当过大队干部，教过书　，1981年到县剧团任过编剧和舞台摄影，1984
年调入县计划生育局任宣传干事至今。

　　在国家、省、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过通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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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7年7月18日，由北京至河北省围场县四合永的沙通铁路沿线，进入了一级保卫状态。
这条从未引起人注意、车流量很小的铁路那天显得十分神秘、庄严。
连值勤站岗的战士、警察都弄不清楚要过什么重要车辆，只有地方县委书记、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才知
道：已经从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杨尚昆同志要经过这条路，来河北省北部
的塞罕坝草原视察。
　　专列驶出了北京，刚刚过完90寿辰的杨尚昆同志精神非常的好，在随行人员和家人的陪同下，谈
笑风生。
他告诉大家：这片土地我熟悉得很，山山岭岭，沟沟壑壑。
　　女儿杨李逗老爸：“是当年从地图上熟悉的吧？
”老人家哈哈大笑：“也不尽然。
”　　杨尚昆哪能不熟悉这有着半个多世纪情结的华北山区呢？
1937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就在这里领导、指挥着
华北的抗日战争，1938年后，刘少奇调到华中，杨尚昆同志接任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
战的重任，他培训出的大批抗日领导骨干深入各个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人民战争的大火映红了华
北天空。
这位刚从长征路上走过来，才满30岁的红军将领率领华北军民与日军在这片土地上对垒搏杀8年之久，
这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老人家怎能不熟悉？
　　专列进入了隆化县境内，杨尚昆同志叫工作人员把窗纱拉开，对儿子杨绍明说：“到你的根据地
了，刘文的家在哪里？
刘文在哪里等我们？
”杨绍明告诉父亲：“刘文的家在县城北边60华里处，刘文可能在四合永车站接我们，也可能在坝上
草原等我们。
”专列经过张三营镇，杨绍明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他告诉爸爸：“当年我下乡的第一站，就是
这个河东村，我学生张凤林的父亲张洪阁就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是这里的老百姓养育、保护了我。
”杨绍明的眼里蒙上一层泪光。
专列经过张三营中学。
杨李问杨绍明：“小二哥哥，这里是中学吗？
”杨绍明点点头。
杨李告诉爸爸：“1972年春节，因为林彪事件的缘故，北京戒严，小二哥哥回不了北京，我在山西雁
北插队，请了假来这里和小二哥哥过的年，那时候学校不是这个样子。
”　　杨尚昆同志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静静地听着儿女们的介绍。
他问：“这次能见到他们吧？
”杨绍明告诉爸爸：“已经安排了，在承德见面。
”杨尚昆同志高兴地点头说：“好！
”　　专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驰，杨尚昆同志一行到达了四合永车站。
专列停稳，90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不用搀扶，健步走下车厢，笑呵呵地向前来迎接的河北省委、承德市
委、围场县委领导和当地群众招手致意。
第一个闯入杨绍明视线的，是当年他非常得意的学生、现任围场县县长的崔振泉同志。
他把崔振泉拉到父亲跟前，介绍说：“这是我当年教的学生，现在是这里的县长，父母官，崔振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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