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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谭 雄

我在旧社会历尽艰辛，度尽劫波，总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热爱祖国的工商

业者，但是事与愿违，因为那时在三大敌人的压迫下是难以图生存的。本人曾

经此苦，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谈一谈。

1、在抗日期间我经常跑去湛江办纱布回合浦销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湛江

之后，封锁海面不准商品进口。一次我到香港买棉纱，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始

能搭上英国轮船绕道水东归来，不料船到水东海面遇着日本轮船拦截检查。第

二天早上敌机又用燃烧弹轰炸水东仓库，我侥幸没有受到损失，但生命十分危

险。

2、日本帝国主义封锁湛江之后，我再不敢冒生命危险去办货了，与友人许

锡琦合资在南康各盐场办盐，用六艘船运往捂州销售，但货到武利被加税一次，

到梧州又加税一次。在旧社会，反动阶级操纵市场，抬价压价，大鱼吃小鱼是

资本主义的逻辑，但我不识时务，官僚资本做的生意我贸然去做，因而受到严

重的打击。结算这批牛意亏了百分之八十的本钱。

我苦心经营了廿余年挣来的钱，几乎损失殆尽。这不仅是金钱的损失，而

且时间也损失了三个月。事后心情不安，面容憔悴。这事实充分说明，在旧社

会工商业者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

经营盐业受到打击失败之后，使我始终没有放弃我一生习惯经营染织布的

事业。于是重整旗鼓，去湛江开设染织布厂。有幸天从人愿，生意兴隆，在几

年间赚了一些钱。这样，我在 1946 年调一半资金在北海建造房屋做生意，实现

我一生最喜欢定居北海的愿望。

北海是北部湾的一颗明珠，可惜在建国后未被一些人重视，幸而中央高瞻



远瞩，于 1984 年 4月宣布北海市是 14个开放城市之一，使北海这颗明珠犹放

射出它的灿烂光辉。北海市获得批复成为开发建设区之后，我心情无限兴奋，

以赞北海为题写了几句白话文：“久居湛江非吾愿，乔迁北海觉悠然。山蓝水绿

沙滩白，海风拂拂气候鲜。北部湾畔是宝库，水产南珠石油田。蕴藏资源取不

尽，经济开发共加鞭。”以此抒发我的心情。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工商业者，在商言商，不懂得什么是剥削，

更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北海临解放的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近我

的同乡龙德珍校长。在他的进步思想感染下，使我得到启蒙，初步认识社会发

展的规律。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回忆 1945 年我在湛江的一个晚上，听到市区

内发出时断时续的枪声，天亮才知道是共产党为了刺杀一名中统特务。当时湛

江很多金铺和大商号，都秋毫无犯，这是我的第一见。

第二见是在 1946 年春天，我和店员两人由湛江骑单车带有约值 10包棉纱

的纸币回北海买材料建房屋，路经遂溪的野岭地方，遇着共产党查问，我将情

况说明，他就叫我们行了，由此使我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相信共产党不是抢

人民财物的，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北海解放那天的早上，我就敢出来救火。

建国初期，北海市工商联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如下工作：

解放前北海是百孔千疮的，龙皇庙码头崩了无人修，人民医院马路、文明

菜市马路烂了无人整。自共产党接收这个烂摊子之后，亟需解决这些问题，那

时工商联的党代表巫海秋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就和他一起向各大商户捐款修

理，这是北海市工商界做的第一件好事。

解放前北海电影院是一问破烂的摇摇欲堕的私营戏院，不但机小而又朦胧。

党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关心人民的文化生活，提出筹集资金建一问新的影院，购

置新影机。我市工商界拥护这个措施，乐喜认股，购买影机及建筑影院。(这就

是现在的人民电影院)这是工商界做的第二件好事。

北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在党领导下，于 1952 年 2月选举正式成立第一届执委



会由执委产生常委会，下设秘书、业务、宣教组织部，分工主持日常工作。当

时龙忠珍和我负责宣教工作，在学习方面主要是抓爱国守法的教育，其次是宣

传，在宣传方面办有粤剧团，导演由龙忠珍夫妇负责，曾在工商联内园地搭台

多次演出，还去市郊自屋、马栏等农村演出，每次演出吸引观众不少。这样既

收到宣传的效果，又满足部分粤剧爱好者的需要。

在体育方面，组织有蓝排、足球队，分别由陈廷辉、曾锦富负责以便工商

界早晚锻炼身体，还出征合浦作友谊赛。

文娱方面，在工商联内设舞场，每星期开两次晚会。除此之外，还在晚上

出街宣传并表演工商界肥佬秧歌舞，真是宣传、娱乐两丰收。

此外，在建国初期工商联还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例如支援解放海南岛工作，

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工作，组织工商界代表团参加中南区物资交流会工作，

推销建设公债工作，领导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公私合营道路等工

作都取得一定的成绩，起到一定的作用。

生意经有句话：“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北海

工商界在旧社会受尽了军阀的勒索，军队每到北海都要商会出头向工商界借军

饷，总是“火虫(老虎)借猪”。解放后北海工商界为了支援解放海南岛，乐意借

出大米和生油(以大洋代)。这批借款很快就得到如数归还，从此，我就坚定地

相信了共产党。

我是一个无德无才的工商业者，起初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第一次是 1950 年，

我参加了合浦人代会(列席)，使我有机会见到朱兰清和谭俊等同志，嗣后更多

机会见到北海市各级领导同志，他们风度平易近人，无半点官架子，使我甚为

钦佩。第二次是在 1951 年春天党给我参加观光团去南宁观光，起程前夕获得徐

楠市长设宴欢送，到南宁又获得省政府设宴招待，并和南宁市工商界一起庆祝

南宁——黎塘铁路通车典礼，这是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喜事。特别是这次听了

陈漫远省长作的政治报告，使我认识到：剥削是可耻的。只有听党的话，跟党

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因此，我从此加强学习，响应党的一切号召，



为党做了一些工作：

l、解放北海那天早上的巷战中，国民党的残余官兵被击退至海边，当时枪

声未停，国民党的一部汽车载有两桶汽油在民权路忽然被流弹打中而起火，附

近十字街的房屋被烧起来，火势猛烈，我目睹此状，为救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于是我和我的几个工人冒险跑出街巷，推倒普治药房的围墙以利取井水救火。

同时负责出花红二干元(西贡纸币)给商会的消防队员刘德等人领队救火，当时

消防设备虽简陋，但还是将火扑灭，使附近居民免于受到较大的损失。

2、1951 年国庆节前夕，市委书记方舒和宁章毅同志率领北海代表团(当中

有工商界的张建业、吴坤裕和我)我出席广西省第一届二次代表会议，会上各县

市的代表纷纷上主席台提出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每架飞机代金廿万元。

有的代表捐一架或两架、三架，我为了抗美援朝又激于义愤，毅然走上主席台

代表北海市人民提出捐献飞机一架。归来后获得市党委大力支持，在市委动员

各界捐献工作中，我负责工商界的捐献任务，在中山公园召开工商界大会作动

员讲话，按照党提出“后方多流一点汗，就是志愿军在前方少流一点血”的口

号，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努力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方打胜仗。会后持

起五星大红旗上街示威游行。使这次捐献工作能按时完成任务。

3、1951 年我负责布疋同业公会理事长之后，为了防止偷税漏税，决定在这

个行业开始实行卖货开票的制度，切实做到互相监督，杜绝漏税。应纳的税款

按月集体入库，取得税局信任和表扬。

其次在布疋行业推行统一的明码实价。1953 年在国营花纱布公司的支持下，

在这个行业首创实行明码实价，消灭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并制定

统一的十足尺码，严禁使用九八尺欺骗群众。在执行这两项工作中取得广大群

众的信任。同时我还乘帆船去涠洲岛动员工商界推行明码实价。

4、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认购和推销建设公债。推销公债首先要做到自己踊

跃认购，然后始能获得推销的效果，这点是我在实际工怍中得来的经验。此外

还带头积极入库，为此事我得到友人庞柏芳去地角为我借回四百元才能凑足数



额带头入库，使早日完成了推销公债的任务。

5、支援市教育局办学。五十年代初，市教育局办学是有困难的，当时教局

的负责人要求我和陈锡汉在工商联办两班升高中补习班，我们欣然接受这个任

务。陈锡汉和我担任了正付主任，连续办了两年，由于聘请的老师教学质量好，

每届升学率达 90％以上。为培养人才，我为补习班共捐款 900 元。

6、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关怀下，通过学习共同纲领，从而

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前途”。

我自被选为工商联常委和同业公会理事长之后，积极和会员一起学习，使大家

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从而在党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国家

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和专业代销，直至使 90％以上的会员都能保持原有

的资金走上公私合营。

合营后 1957 年 2 月，我去北京列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听

毛主席作《于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这是党给我最大的光荣。

以上是我大半生即解放前后到公私合营时一些难以忘怀的回忆。我是个资

本家，是党的赎买政策和党的教育帮助，使我获得从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劳动

者的转变。不幸的是，在反右扩大化，我蒙受委屈，但市委很快为我摘掉右派

帽子，并安排去湛江政治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这是党对我的关怀。

至1979 年 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宦告：

“我国的社会阶段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商界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

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话，我感到很

真实。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拨乱反正，落实对原工商业者政策，如一

是摘掉资产阶级帽子；二是错划右派的得到改正；三是恢复各民主党派与中国

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中央首长接见民建工商联代表时，说

我们“老朋友”。因此可以说，是我们原工商业者喜事重重的岁月，这时回忆起

周总理引用两句佛语“普渡众生，共登彼岸，”的金玉良言得到实现了，真感到

激动。为此我在市委统战部学>--j 讨论时，以最愉快的心情讲了四句话：“感



党恩泽，落实政策。喜逢摘帽，犹庆共存”。藉此表达我的心情。

“四人帮”倒台后，1980 年北海市政协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恢复了。三十

余年来我一直跟党走，并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党还是不忘记我。当时我

虽退休，但还给我继任政协付主席的职务。党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的，我要

在北海市开发建设中，尽我薄微之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图报党之恩。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明朗，政策符合人心，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

好。作为中国公民无不欢欣鼓舞。我在 1984 年市统战部和政协联合举办的庆祝

春节联欢晚会上，禁不住的喜悦心情写了几句白话文以此抒发我的愿望：“沐浴

党恩养颐年，闲阅书报乐甜甜，百废俱兴吾钦佩，政通人和赏素愿。经济形势

无限好，‘六五’指标八三完，举国腾欢度春节，岁逢甲子兆丰年。”

注：六个五年计划，1983 年提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