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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下，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前前后后花费了10年时间，用文字对自己所知晓的家族史以
及自己的毕生经历进行总结，编写了一本《戴世柳的家族和自传》。他说，这本书要留给后人，留
给子孙。这位老人就是现年78岁的戴世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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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社会，亲戚都忙着自

己的事情，很少碰面，父亲写的这

本自传不仅传承了家族文化，更

是增强了家族凝聚力。”在儿子戴

振文的眼里，父亲是个乐观开朗、

思想先进的人，他想得开、放得开

以及坚持不懈的毅力尤其值得后

辈学习。戴振文对于父亲多年坚

持写自传、写家族史这一精神非

常钦佩。

采访中，戴老一直说：“儿子

成家之后我就不再牵着他的手干

事业了，而是放开手让他独自去

闯。儿子的能力比我强，事业做

得好，让我很欣慰。”而戴振文也

非常感谢父亲的培养以及良苦用

心，他也一直很争气，没有让父亲

失望。

戴振文在很小的时候，就已

对父亲自传里所写的故事耳熟能

详。他对父亲经历过的苦日子感

同身受，当年因国家政策规定，本

来可以当城里人的父亲被遣回了

农村，他深深知道父亲有个心结：

想做城里人。为了报答父亲的养

育之恩，2007 年 11 月，他在杭州

西湖边买了一套 80 平方米的房

子给两老居住，让父亲真正过上

了省城人的生活。

现在的戴老，日子过得悠闲

舒适，早上和老人们在西湖边跳

跳舞，午后和老伴逛西湖，得空

时，便和老伴一一游历杭州的著

名景点。戴老还写了几首打油

诗，这些也是其当下生活的写照。

《享受在杭州》：吃饭老年有

食堂，自动洗衣人不忙。冬夏冷

热有空调，夜睡高档梦思床。观

景坐车老年证，畅游杭城好风光。

《每日安排》：清早运动西湖

边，中午饭后睡好眠。晚游西湖

观夜景，回家电视看新闻。

戴老喜欢用文字来记录生

活、表达心声。除了写自传之外，

他还爱好养生，并编写了一本有

关养生之道的书，还以自己的亲

身体会记录了一些医疗保健的常

识。比如头疼、胃疼吃什么药管

用，他因此还获得“半个医生”的

称号。

戴老从小学制鞋，懂制鞋、橡

胶技术。晚年的他还编写了几本

专业的书籍，囊括了产品的配方、

试验新产品的过程、制作技术、如

何办厂操作等方面的内容，将自

己毕生的经验都写了下来。记者

好奇：“现在时代变了，技术也不

断革新，你写的这些现在还能派

上用场吗？”戴老呵呵地说道：

“我要把会的、懂的都先记录下

来，不一定有用，但至少可以给后

人留作参考。”

抢救家族记忆 留予子孙学习

七旬老人历时10年撰写6万字自传

春日的午后，沐浴着暖

阳，记者前往塘下康欣花园

寻访戴世柳老人。一路上，

记者猜想，这位写自传的老

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人？年逾七旬，他怎么会想

到写自传？带着一肚子的好

奇，到了戴老的家门口，不

料，老人家早早开了大门等

候，热情地招呼开来了。戴

老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记

者惊叹：“一点儿都看不出您

有 78 岁了！”戴老呵呵地笑

着：“人老了，心还年轻呢！”

打开话匣子，老人就

讲起了为自己写“传”的

初 衷 ：“ 我 这 一 生 经 历 很

多 ， 小 时 候 吃 了 很 多 苦 ，

靠辛勤劳动才使得生活慢

慢好转，我想好好地把它

记 录 下 来 ， 让 子 孙 们 看

看 ， 让 他 们 从 中 总 结 经

验，吸取教训，学些做人

的道理。”

戴老说，他出生在塘

下镇张宅村，父亲是一名

鞋匠，母亲患病多年，生

了 11 个 孩 子 ， 养 活 了 9

个，他是家中的长子。因

为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又

多，他小学毕业考上了初

中 ， 但 因 家 里 没 钱 供 读 ，

便辍学在家，旺季帮父亲

干农活、给别人打小工做

布鞋，淡季就挑着担子上

街卖水果，以贴补家用。

17 岁时，懂事的他开

始规划自己的前途，对父

亲说，“二弟长大了，我不

能困在家中，应该另找门

路才是。”于是，他到温州

拜师学做皮鞋。因为勤奋

好学，加上之前做布鞋的

经验，别人至少要学 3 年，

他学了一年多便出师了。

1958 年，他到温州东

方红皮鞋厂工作，作为一

名技术工，他表现非常出

色，收入也非常可观，而

且住在城里生活。本以为

前 途 一 片 光 明 ， 不 料 ，

1964 年根据国家精简回乡

政策，凡是 1958 年进入城

市的农村户口一律迁回原

籍。这一政策的出台，将

他遣回了原籍。

1966 年 ，“ 文 革 ” 开

始，他又到了温州，随同

失业工人一起组织了劳动

兵 团 ， 并 办 起 了 橡 胶 厂 、

五金厂等。他担任橡胶厂

的技术员。因为当时懂技

术的师傅少，他自然成了

香饽饽，各大工厂抢着聘

请他。最高时，一个月能

赚 300 元，当时县委书记

的工资每月才70多元。

靠着勤劳苦干，生活渐

渐好转，家里还盖起了楼

房。后来，借着改革开放

的 春 风 ， 个 人 可 办 工 厂

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

来了，戴老便趁机离开了

工厂，和妻子两人办起了

皮鞋厂。一年后，他就成

了 万 元 户 。 凭 着 勤 劳 苦

干、动脑创新，事业上越

来越顺，生活也过得越来

越有滋味。

戴老告诉记者，他33岁

才成家，膝下一儿一女。儿

子跟着自己做生意，女儿学

业有成在银行上班。他 60

岁时，儿子成了家，他便把

家庭的担子交给儿子，自己

开始享清福了。

戴老爱好广泛，忙碌了

大半辈子，清闲下来后，便

去学唱歌、跳舞，还上了老

年大学，老有所乐。

2003年，戴老和老伴一

同住进了永嘉县的一处敬

老院，开始了隐居、养生的

生活。劳碌了一辈子，真的

闲了下来，他却有点坐不住

了，想及自己一生的经历，

便萌生出一个想法：想把自

己一生走过的路给记录下

来！从那时开始，老人开始

了 他 一 生 最 浩 大 的 工 程

——总结自己的一生，为自

己作传。

但对于一个只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老人而言，写

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像

小学生一样拿着字典翻，

或 向 别 人 请 教 。 刚 开 始

写 ， 他 是 想 起 一 点 写 一

点，一个个琐碎的片段慢

慢写。有时候晚上睡觉，

想起来一些往事，他半夜

也要起来用笔记下，生怕

睡一觉又忘了。

就这样，前前后后写

了几年，戴老的自传越来

越“丰满”了。2008 年 9

月，他第一次将自己的经

历编辑成册，印了 12 本；

到 后 来 ， 他 又 加 了 些 往

事。于 2011 年 4 月，第二

次编辑成册，印了 15 本；

2012 年 10 月，他将自己的

《自传》 拿给浙江省出版社

的一位老师检阅、指点，

并根据他的建议，又重新

编写了一番。说着，戴老

拿出一本最新版的自传交

给记者看。

“这些书都是请打字

店的人打印出来，再装订

成册的。这个版本我印了

10多本，分发给亲友。”这

本 《戴 世 柳 的 家 族 和 自

传》，于 2013 年 3 月在杭州

编写，全书 74 页，近 6 万

字，封面上还写着“教育

子孙学品德 继承前辈做好

事 前情苦度后发家 动脑创

业才致富”等字样，也是

他写书的初衷。

记者翻阅此书，发现里

面分前言、家族的历史和发

展、九个兄弟姐妹家庭的情

况、戴世柳的自传、诗词总

汇 和 总 结 心 得 等 几 大 部

分。戴老不仅对自己的生

平经历做了总结，还用文字

将自己的家族历史写概述，

并罗列了一些上代人讲品

德、做好事的小故事，以教

育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

戴老为自己和家族写传，同

时也抒写了一代人的共同

记忆。

丰富经历成自传素材

写传也抒写一代人记忆

写传之外老人还编写其它书籍

自传封面

戴世柳在修改文稿

戴世柳在老家塘下南街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