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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读者王鸿向晚报提供新闻

线索，请来晚报取80元稿费。

每天奖价值144元礼品
每周奖价值600元礼品
每月奖价值1000元礼品

退休10年，70老人偷偷写了一本自传
“酿过酒，写过诗，扛过枪，受过伤”

老人希望晚辈们记住“激情燃烧的岁月”
孙女讲给同学听，大家说这个爷爷不但经历丰富，还相当“有才”

读者王鸿
来电：新 郑 路
七旬老人薛召
才 瞒 着 子 女 ，
用 10 年时间偷
偷写出一本自
传 ，自 传 印 刷
出 来 ，孙 女 的
同学都说这个
爷爷真有才。

记者 汪永森
文/图

老人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新郑路郑州市粮油运输公司家属院里，
薛召才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70 岁的薛召才 2001 年退休，他一边侍
弄花草，一边偷偷“搞创作”。

他写的主人公就是自己，从出生写到了
现在，子女问起就说是记笔记。

这几天，他把精心修改过的文稿交到印
刷厂，1700元印制了10本自传。

这本自传名为《不停的脚步，走出来的
命运》，作序的就是打来电话的王鸿。

王鸿写道“薛召才文化程度并不高，但
他善于学习、长于思考，大胆笔耕”。

“这序是我主动要求做的，我认为薛召才
写自传送给子女，值得我们学习。”王鸿说。

昨天中午，家人在休息，薛召才轻声打
开房门，把我迎进了客厅。

客厅当中一棵高 2米多的平安树，片片
叶子抖擞着精神，青翠欲滴。

薛召才说，退休后他有两大爱好，一是
侍弄花鸟虫鱼，二是偷偷摸摸地写自传。

他告诉我，很多平安树一两年就死掉
了，他的这棵平安树已经生长了7年。

漂亮的花草和鱼鸟，都送给了上门的朋
友们。

可写自传这事，朋友们却极少知道，他
也没有把自传送给朋友们阅读。

他认为，部分朋友和自己经历相似，自
传是要留给后代保存和学习的。

让儿孙记住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把崭新的自传拿给我看，封面上是薛召
才30多岁时的小照片，那时的他风华正茂。

打开封面，内页第一张照片摄于 1961年，
薛召才身穿军装，双目炯炯有神。

薛召才只上过四五年的小学，1980年转业到
郑州后，曾任单位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等职务。

“想起啥就记下来，有时候趴在床上写，在
外头就蹲路边写。”

他要让后代记住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把印制好的两本自传寄给了在外地工作的

女儿和孙女，郑州的家人依然不知道他的秘密。
薛召才说，他要把自己的生活继续写下

去，把身边的变化完整地记录给后人看。
他还记录了当兵时首次开枪、翻车事故以

及搬石头建工事3件往事。
建工事是1970年执行的任务，他在山西大

同冒着严寒施工，老人在自传中写道：
“大同天气寒冷，我这个河南人出生在平原，

从未见过大山。我带领20多名干部战士上山，半
阴半晴还有雾。劳动到了10点多钟，我抬头发现
战士抱一块大石往山下走，赶紧高喊注意安全慢
慢下来。小战士手突然松了，石头掉下来，正好砸
到我的腰。我带石头一起往下掉，还好一片灌木
丛挡住了我，如果掉进汾河，后果不堪设想。”

薛召才还详细描述 1959年他做工人的时
候，和同事一起到鹿邑学习酿酒新工艺的事。
他和同事学习有分工，他主要学习做酒曲。

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记录学习的情况：
“每天他围生产转，我在菌房学技能，生产

都是新工艺，菌曲发醇如神灵”。

孙女为爷爷骄傲

薛召才的创作，没有瞒住孙女薛茜阳，她
偷偷将自传拿给了同学们看。

薛茜阳在 74中读高一，她喜欢写点东西，
但没有爷爷这么完整系统的规划。

薛召才偷写自传，她知道也不上前打扰，
但会仔细阅读爷爷写下的故事，还把这件事告
诉了同学。薛茜阳说，爷爷的作品比不上专业
作家，但她和同学喜欢平淡中流露出的深情。

同学们说薛茜阳的爷爷“有才”，她也为自
己爷爷的经历和10年的坚持骄傲。

爷爷拿着自传为孙女讲述自己的往事爷爷拿着自传为孙女讲述自己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