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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书折射大时代

○张 丁

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沟通信息、表达情感

的工具，它除了叙述家庭琐事外，也记载了时

代的社会风云、历史事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和文化信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年代书写的 “红色家书”，除了在传递信

息、寄寓亲情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外，又因不

同的时代特色，展示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通过这些情真意切的

家书，我们能够领悟到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命

运的关联，感触几代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的家

国情怀。

一、革命岁月，铁骨柔情———为实现

革命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诞生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自 1921 年至 1949 年，经

过 28 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

成立前，救亡图存曾经成为一批批革命志士仁

人的崇高追求。作为共产党员，反对蒋介石国

民党的黑暗统治、追求人民民主和自由，要冒

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可是为了信仰，许多人背

叛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付出

了生命。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时

期所留下的红色家书，有的写于走向战场之

前，有的写于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有的写于

慷慨就义之际，有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多

是历尽艰险才送达家人手中。尽管家书各式各

样，但烽火年代，感同身受。
1926 年 7 月，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北

伐战争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节节胜

利。11 月 6 日，时任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

导员的陆更夫从江西高安给远在四川叙永老家

的五弟写了一封家书，透露出革命的艰辛、行

程的飘忽不定和对家人的思念。“要是我回家

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 我很久没有

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

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 父亲

现在何处? 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 母亲近来

想也安好无恙! 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

苦! 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①

陆更夫早年离家外出革命，黄埔军校四期毕

业，曾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中共负责人、
两广省委书记。令人遗憾的是，直到 1932 年

被捕牺牲，他也没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1929 年 2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

军离开井冈山，来到江西吉安县的东固，得到

了短暂休整，保存了革命火种。1930 年 11 月

27 日，红军战士朱锡绍从吉安富田圩给在赣

南老家的祖母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话: “目前我在廿二军一九二团一连当军需

长，现在我身边金钱困难，所以没钱寄回来养

你老人家。我而今告诉与你，恐怕今年我不能

归家过年了，我要参加打南昌九江胜利，请你

不要怀念与我。”身为军需长也没钱寄给祖

母，说明东固根据地的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也

表明红军革命的不易。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加剧，激起

了中华儿女的英勇反抗，吉鸿昌就是其中的杰

① 文中所引书信，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抢救民间家书项目

组委会收藏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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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表。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在天津法

租界被捕，后被 “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2
月 24 日，在临刑前几个小时，他向敌人要了

笔墨和信纸，给夫人胡红霞写了一 封 遗 书:

“夫今死矣! 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

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最后，吉鸿昌带着不能继续抗日的遗憾从容

就义。
人们常说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而通过家

书，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铁骨柔

情。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也有喜怒哀乐。但是，他们有一种坚定

的革命信仰支撑着他们去奋斗，乃至于无法顾

及自己的家庭，甚至牺牲生命。
韩雅兰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进步青年，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雨腥风，她决定离开家

乡西安到上海读书。因为实在牵挂不到三岁的

儿子，到上海后便给尚不懂事的儿子写了一封

信: “因想到我走后你醒来，必要哭着喊妈妈

了，一时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别你而他游了。
当时很想喊醒你再把你紧紧的抱一抱，又恐你

起来哭着要跟我，那你的母亲的心更要疼烂，

所以只得含泪在你肥胖的桃红色的小脸上轻轻

的亲个长吻……”
1942 年 5 月 20 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在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其

中说: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

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

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

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

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

真痛快极了。……亲爱的: 别时容易见时难，

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 念、念、念、
念!”字里行间，透露着左权将军对妻子的无

限爱恋，凝结着对爱女的骨肉亲情。
革命战争年代的家书中还有一个常被表达

的情感，就是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成为职业革

命者以后，不能在家里尽责尽孝了，仗一打就

是几年、十几年，有的没有再见到家人就牺牲

了，有的直到革命胜利后才与家人联系上。这

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但最终还

是小家让位于大家，小爱让位于大爱。
八路军 115 师 343 旅刘中新在 1939 年 7

月 17 日的信中写道: “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觉

的时 候，忽 然 梦 见 了 我 的 妈 妈，妈 妈 以 竟

( 已经) 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

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

叫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

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现在是全国动员

抗战的时候，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能

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

大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九旅司令部作战参

谋冯庭楷 1946 年 6 月 18 日致大哥的信中说:

“我们几个从小由父母抚养长大，现在仍不能

将父亲的担子分担一部分吗! ? 说到这里，不

得不埋怨我辈一生的遭遇，被帝国主义与封建

势力双层压迫下使我们翻不过身来，而只得毅

然走上革命的行列里，为着自己及所有被压迫

者奔波奋斗。当然，个人和家乡的小利益便无

法顾及了。”道出了革命者心中的家国取舍。
在咸阳阻击战中牺牲的郭天栋烈士 1949

年 3 月 3 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儿为祖国不

能尽孝，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但

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在革命队伍

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

奉大人。此儿之罪也，望二大人原谅。”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进程中，许多普通

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

们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把个人的亲情冷暖埋

藏在心头，去追赶时代的大潮。从他们留下的

红色家书中，我们读出了牺牲精神。

二、建设年代，无怨无悔———激情

满怀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又激情满怀

地投入到建设中去。人们把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这种发自内心的建设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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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
1949 年 8 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陈明

仁率部起义，所部被改编为解放军 21 兵团。
不久，对旧军队改造经验丰富的王振乾被任命

为 21 兵团 53 军政委。次年 1 月 6 日，即将赴

湖南上任的王振乾给两位弟弟写了一封信，除

了倾诉对家人的牵挂和告诫外，也透露了对新

的工作岗位的看法。“新的年代赋予我们新的

任务———生产建设的任务。这要发扬革命精神

与爱国主义精神，来对待新任务。不要从自满

保守情绪出发，计较个人的斗争果实，因而产

生松劲享乐退休等现象，革命斗争日久的同志

固然不应如此，初步献身革命的青年更要长久

保持内心的火热。”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

作，党对 53 军 的 改 造 取 得 圆 满 成 功。1956
年，毛泽东在王振乾执笔撰写的工作报告上作

了重要批示，并由中央军委转发各部队遵照

执行。
牟宜之是 1938 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牟敦康是他的次

子，是人民军队培养的首批飞行员，23 岁就

当上了飞行大队长。1951 年 4 月，牟宜之给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牟敦康写信，鼓励他不要

有任何顾虑: “细心的做下去，我信你的身体

及精力是能以胜任的! 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

候，不必考虑任何问题。”八九月间，即将驾

机走上战场的牟敦康给父亲写信说: “多少年

来我很渴望着这种改变，决心在那新的环境

中、战斗中做出好的成绩，以回答党多年来的

培养与自己的努力，我希望父亲听到我的好消

息。”在随后的空战中，牟敦康多次率队击落

敌机。11 月 30 日下午 3 时许，我志愿军向美

韩军队据守的大和岛发起了攻击，他率队升空

担负掩护我轰炸机群的任务，在返航途中发现

一架掉队的美机，立即追击，不幸坠入大海，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征途中，人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国家

的发展遇到困难或发生曲折时，他们没有怨天

尤人，灰心丧气，而是从自身做起，努力克服

困难，维护大局。
1955 年 1 月 7 日，在四川省高级法院工

作的李振华给在山西老家务农的父亲写了一封

家书，规劝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亲提高觉悟，

积极进步: “你信谈道咱们卖给国家余粮七百

斤，这是应当的。国家正在建设之际，特别是

重工业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和粮食供应，解决

工厂工人和国家军队的需要，起到一定的保

证。现在这样做，今后更应该继续积极做下

去，对个人有利，对国家有利。”
思想上追求上进，争取入党，是那个时代

人们普遍的政治追求。1959 年 4 月 5 日，当

听说哥哥张伶九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消息

后，已有七年党龄的弟弟张凤九立即给哥哥写

信: “我要祝贺你在不久的时间真正迈到党的

门里，做一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没别的，为

了您的光荣，为了党增添了血液，为了我们弟

兄永 远 为 共 产 主 义 事 业 献 身， 我 要 向 您

祝贺。”
1964 年 10 月，刚刚高中毕业的黄承德参

加了社教工作队，来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偏僻

农村。初踏工作岗位，加上生活艰苦，不足三

个月，父亲给他写了五封信，反复叮嘱他，要

“红着出去，红着回来”，“我们今天的幸福是

前辈无数先烈换来的，现在生活苦一些，算得

了什么? 为人民服务，即使赴汤蹈火，也是光

荣的，但是对身体的健康，必须要注意。身体

是革命的资本。病了，对革命、对个人都是不

利的。”黄承德说，这些凝聚着父爱的朴实语

言影响了他的一生，不断激励他努力工作，虚

心向老同志学习，尊敬领导，和群众打成一

片，把工作做好。
1964 年 12 月 21 日，只读过两年书的郭

厚金给下放农村的女儿彭怀玉写信，勉励女儿

要安心农村，积极劳动。“我的看法，做什么

也没有农业好。现在党的领导好，不是过去政

府，吃饭不问群众生活。我还记得小时候，日

本人在我们中国，那是过的什么日子，连觉都

小家书折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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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安心，总是一家人东逃西散，死的死，伤

的伤，日夜不安。现在我们食得饱，睡得安，

就是任何困难都比那时候好得多，我们就克

服，以后只有一天天地好。”
滕久耕 是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滕 代 远 的 儿 子，

1968 年赴河西走廊当兵。离家那天，全家像

欢送战士出征一样为他送行。3 月 2 日，滕久

耕收到了爸爸的亲笔信，提醒他 “气候变化

不定，棉衣不能离身”， “把我布衬领送你二

条”，殷殷父爱跃然纸上。滕代远不仅生活上

对儿子关心备至，思想上的要求也没有放松:

“尤其要好好准备 吃 大 苦，耐 大 劳，夜 间 演

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马上参加战斗，同

敌人拼刺刀，英勇的杀敌人的思想，养成战斗

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

友。”可见，滕代远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

不能以干部子弟自居，更不许搞特殊化。后

来，滕久耕在部队表现突出，被国防科委评为

“雷锋式的好干部”。

三、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为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激发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解放、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实

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场伟大变革。各种实事

求是的新探索不断涌现，许多新问题、新机遇

扑面而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家书中，人们感受

最为深切的一个词是活力。
1979 年春，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在中国大

地吹响。1937 年入党的老红军汤钦训从北京

给在四川攀枝花工作的弟弟汤文藻写了一封

信，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三中全会以

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重新步入正确稳定的轨道。现在是形势很

好。只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扎扎实实，我

们的事业是很有信心，有希望的。再经过三五

年的调整、改革，会较快取得明显的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项南调回家乡福建任省委

书记。他提出福建要利用好中央给的一些特殊

政策和灵活措施，大念 “山海经”，利用八闽

“山高、海阔、侨多”的特点，为发展经济服

务。1981 年 6 月 1 日，他在写给好友张景奎

的信中说: “省府正在加快厦门码头、机场、
电讯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政策要落

实，冤假错案要平反，党纪党风要整顿，真感

到千头万绪，顾此失彼，难以求全。……不

过，不改是不行了。”
80 年代开始，人类进入 “知识爆炸的时

代”，学习成为了时代的要求。1982 年的中

国，改革开放日渐高涨。作为全国恢复高考后

的首届毕业生，谢湘有幸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

工作。初到北京，她踌躇满志地给远在武汉的

父母写了一封信: “我正式步入社会，特别是

来到首都这个地方，总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学。
譬如说文明礼貌、谦恭有礼，这里的老同志是

十分注意的，做得也是十分得体的。从现在开

始的我，应该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和

工作，谦逊、谨慎是需要常常自我提醒的。”
不仅年轻人如此，那些经过 “文革”磨难重

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同志，也感到知识需要不

断更新和不断学习的重要性。1986 年初，老

红军李真离开了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他在

写给弟弟的信中，也讲到学习的愿望: “现在

可以余出更多一些时间看书、写字，写点回忆

录或其他的文章。这样也可使过去多次负伤流

血、后来多病的身体得到休息和锻炼，以较健

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安度晚年。”离休后，

李真博览群书，辛勤笔耕，先后出版了七部

书，成为著名的 “将军书法家”和 “将军诗

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日益紧密，多元世界带来多元文化，各种

新思想交流碰撞。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的

人生选择也面临不少挑战。1994 年 “七一”
前夕，有着多年党龄的何显斌给正在师范学校

读书的女儿何金慧致信: “‘七一’党的生日

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

我还想说几句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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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申请书? ……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

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何金慧 1996 年被

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大学四年，

她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

且多次获奖; 英语六级高分通过，德语也已入

门;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被评为黄石市 “三

好学生”; 成为该院物理系 2000 年唯一的优秀

毕业生，并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2001
年不 幸 去 世 后，被 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追 授 为

“优秀研究生”。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震撼了千百万人，何金慧也成为新时期大学生

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典范。
彭朝阳、吴晓东夫妇是在国外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留在国外工作的高层次人才。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作为父亲的彭攀桂

提前给儿子、儿媳写信，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

收看电视转播，时刻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

人，学成以后要报效祖国。“要记住: 是祖国

把您俩培养成才的。要是没有祖国的强大，没

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您俩是难上大学的，更难

出国留学攻学位的。饮水不忘挖井人。您俩要

把回报祖国，当作终身志向。”彭朝阳没有忘

记父亲的嘱托，利用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有

利条件，多次为家乡捐款，积极为我国争取低

息贷款，默默地回报着祖国和乡亲。
有人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当两年兵等

于上半个大学; 也有人说，当兵非常苦，就是

耽误青春。湖南汉寿县的童中崃通过一封封家

书，给当兵的儿子童思钦送去丰富的精神营

养: “在部队付出越多，对你将来越好。你付

出的是汗水，是青春，你得到的将是精神黄金

———正确的人生观，坚强的意志，过硬的本

领。这种精神黄金，比实物黄金重要得多，实

用得多。实物黄金只能给予人富有，这种精神

黄金能给予人幸福。”童思钦用自己的行动证

实，两年的部队生活给了他终生也享用不完的

“精神黄金”，多彩的军旅生涯成为他事业发

展的基石。

家书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与那些宏

大叙事或其他文体相比，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思

想和细腻的情感。从这些家书中可以看出，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怎样克服不同时期的各种

困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他

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
对家人亲友的醇厚亲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

内心的矛盾纠葛，是那么的鲜活生动。从一封

封浸透着历史沧桑的家书中，我们仿佛能够感

受到时代精神的脉搏，触摸到家书作者的心灵

跳动。阅读这些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就是在

重温我们的历史，重温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发

展、前进的历史。
〔作者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研究

馆员、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抢救民间

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樊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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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彭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纪念彭真同志诞辰 110 周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前线》杂志社、市社科
联、市中共党史学会拟召开“纪念彭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全国征集论文。

一、主题: 彭真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
二、时间: 研讨会拟于 2012 年 9 月召开。请于 4 月 1 日之前将论文题目反馈至北京市委党史研究

室，并于 6 月 15 日前提交论文的电子版。
三、论文要求: 须为未发表的科研成果，字数一般不超过 8000 字，并附 500 字以内的内容摘要和

作者简介。引文统一采用尾注。
四、联系方式。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 号 2 号楼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邮编:

100044; 联系人: 张文良、韩勤英; 联系电话: ( 010 ) 68008912，68007475，传真: ( 010 ) 68314363;
电子邮箱: pengzhen2012@ 126. com。

小家书折射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