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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情

我的父亲徐伟，出生于1917年12月25

日，山东嘉祥县人。家中贫困，爷爷和伯

伯做纸活和木工供他上学。1937年“七七

事变”，日本侵略军强占山东，父亲随学

校流亡后方，历经艰苦。1944年在四川绵

阳中学念完高中，1945年在重庆考上西南

联大，读社会学系。1946年从昆明复员北

上北平，在清华大学继续社会学系学业。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3月，父亲参加第

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

1949年11月上旬，第四野战军进军广

西省，追歼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11月底

解放河池、桂林、柳州等地，父亲随队分

配到柳州专区的三江县，去建立新政权。

这里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又是个

侗、壮、苗、瑶、汉五个民族聚居的大山

区，山清水秀林木多，交通不便，除了江

里的小木船，就靠两条腿，山区人民生活

艰苦。

工作队到后，立即建立政权，召开

三江县各界代表大会。很快，带来的光

洋（银元）用完了，而“人民币”群众

和商号都不接受。县委决定由我父亲担

任税收工作，接管税务机构，并尽快征

收税款，解决燃眉之急。徐伟由一名游

击队员带路，和队里一名同志乘小木船，

溯江而上，到河口镇接收了那里的征收

处。只花三天，徐伟就带回四百块大洋，

立了一功。

不久，在当时三江县人民政府所在的

丹洲镇设立了县税务局，为了推行人民币

的流通，父亲没有采用强制性的废止旧货

币的办法，而是在税局一侧另开一门，

挂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然后公告

税款只收人民币，不收光洋、东毫（小银

币，广东出的叫东毫，广西出的叫西毫，

统称毫洋或东毫），交税的人必须先到人

民银行，将它们换成人民币。县委又让徐

伟为山区群众解决一些交通不便的生活问

题。徐伟带上光洋、粮食等用木船装运，

从融江顺水南下，到邻县融安人民政府所

在地长安镇的贸易公司，换回日用百货和

食盐，成立一个供销社，卖出的货物也只

收人民币。就这样，人民币加快了流通，

得到了人民的接受和欢迎。

市面上赶走了银元，还有什么？还

有，父亲发现，尤其是在菜市上，人们还

在用沉重的金属铜元做买卖。父亲采用的

办法是提高铜币的兑换率，如果把铜元换

成人民币，拿这些纸质人民币，可以买到

比铜元多一些的东西，谁都高兴，对人民

怀念父亲徐伟

○徐宪平

徐伟学长，2000年6月83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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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更信任更欢迎。这对卖菜的人来说也高

兴，不用背着沉甸甸的铜元回家，纸币轻

便啦。铜元回笼，不再流通，可提供制造

业使用。这些措施，促使人民币在少数民

族地区的流通，起不小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被免去局长职

务，下放劳动，当工人，上“五七干

校”，他都任劳任怨，坦然面对现实。

拨乱反正后，仍复原职，他既往不咎，

还亲自上门动员那些被调动的干部回税务

局工作。

父亲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后来县政府

北迁到与湖南、贵州二省为邻的古宜镇）

从事财政税务工作32年，一直热情、负

责、认真，得到好评。1981年64岁时调柳

州地区税务局。

1982年，父亲被借调到广西壮族自治

区税务局，参加由税务总局组织的北京、

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广西等八省、

市、自治区税务局负责编写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商税收史》，他负责少数民族地

区部分，任主笔，在北京、上海集中编

写。父亲1983年离休，仍继续编写到1984

年定稿。这一动笔就显露出大学生的文墨

功底，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参加编写《山

花烂漫》，是柳州地区、市南下工作团团

员们的回忆录，任责编。1992年完稿后，

又是《柳州地区税务志》和《柳州地区财

政志》，等到两志脱稿已是1997年，父亲

80岁高龄了。

父亲为人谦和、豁达，待人厚道，不

计较个人得失，深受同志们的敬重。父亲

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50年，即辛苦又平

凡，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铺路石，

他尽力了，心安了。80岁以后的十多年，

他生活得平静、满足、有规律，看报、存

报、收集资料，定时在河堤散步、做操，

上下120级的台阶，生活能自理，每天过

得愉快。

父亲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友朋见

了，都夸他能活一百多岁。但是，病魔还

是找上了他。2011年1月25日，慈祥的父

亲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小悦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了。这些日

子，与小悦相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幕幕的

往事总在眼前浮现。

幼儿园时的记忆已变得模模糊糊，只

记得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腼腆的小男

孩，他那最有特征的、眼距稍近的双眼，

总是好奇地默默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小悦

后来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大茄子”，形

容他的“蔫儿”，他的“蔫儿劲”从幼儿

园时就开始了。

小学低年级，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张

美怡手拉着手一起上学时的情景。那时还

没到懂得男女界限的年龄，只见他俩背着

小书包，两小无猜，手拉着手，蹦蹦跳跳

地走在新林院的土路上。阳光透过树梢，

斑斑点点洒在他们身上，宛如一幅色彩鲜

明的印象派油画。也许我是受画家母亲的

我和小悦
○石宏敏（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