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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我常常回忆起父亲、母亲在世时，

一家人生活的画面，其乐融融……

我的父亲李德生，在我幼时记忆中，

是很少出现的，他绝大部分时间带着部

队在前线作战。母亲曹云莲带着我转战

各地。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生下我后，一

直没有奶水。每当部队休息或宿营时，

母亲除了完成工作外，另一件事便是到

周边老乡家讨口吃的来喂养我。

再大一点后，我跟随父母从中原农

村转战重庆、河北、山西、北京。直到在

北京的史家胡同安顿下来，父母才先后

把分散在外地的姥姥、妹妹、哥哥接来，

一家人算是团聚了。

团聚没多久，父亲便赴朝鲜作战。

1953 年，母亲和几位阿姨结伴去朝鲜前

线探亲。返程时，她们途经清川江大桥，

遭遇美机轰炸。炸弹就在她们乘坐的汽

车附近爆炸，幸亏驾驶员及时踩住刹车，

母亲和阿姨们才幸免于难。汽车的前轮

已经滑出桥面，真是命悬一线！

因为在战火硝烟中经受过生死考

验，父母对我们兄弟姐妹生活上更加关

爱 。 但 是 ，他 们 对 我 们 优 良 作 风 的 养

成，总是近乎严苛。

1955 年，我上小学，学校统一每周

给每个小朋友发两毛钱零花钱，小朋友

们 可 以 用 零 花 钱 买 自 己 喜 欢 的 东 西 。

寒假时，我无意中对母亲说起这件事。

没想到，母亲当即找学校商议，取消了

我的零花钱。等到下学期，我便再也没

有零花钱可花。

“ 锄 ”了 零 花 钱 ，让 节 俭 在 我 心 底

“生了根”。此外，父母还通过另一种方

式，让我眼见“果实”。1958 年，父亲在

高 等 军 事 学 院 学 习 。 建 军 节 那 天 ，父

亲、母亲领着几位叔叔、阿姨和我到学

院附近开荒种地。纪念建军的节日氛

围里，大家热火朝天齐上阵。当年，我

们就收获了不少萝卜白菜，我家也成为

军事学院首批开荒种地的家庭。父亲、

母亲以身作则，让我们认识到要参加劳

动、热爱劳动。现在偶尔路过那里，变

化的是周遭环境，不变的是心间热火。

体 力 历 练 不 松 懈 ，思 想 教 育 也 紧

抓。我读初中后，每一学期，母亲都要

让父亲给我们上一堂思想教育课，每次

至少要上两个小时。父亲给我们讲毛

泽东思想，讲中国传统的优良品德，母

亲有空也会静静旁听。此时，父亲似我

们的老师，母亲似我们的同学，这是多

么珍贵的“亲子”时光。那时，我们一家

生活在苏北地区，家里人口多，生活非

常艰苦。父亲、母亲周边的朋友、同事

看着心疼，包括机关，多次表示要提供

帮助，都被父母婉拒。父亲、母亲用行

动 为 我 们 上 了 一 堂 深 刻 的 思 想 教 育

课。生活虽然艰辛，但磨砺了我们坚强

的意志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父亲上的思想教育课，通俗易懂，还

能引人深思，我们都爱听。这样的表达

功底，与父亲在基层兢兢业业地工作紧

密相连。那时候，父亲每年至少九至十

个月不在家，都在基层部队。他深入连

队一线，了解、掌握情况，抓点、抓线、抓

全面建设，与官兵同甘共苦。直到后来

我才明白，母亲督促父亲给我们上思想

教育课，是把我们当成了父亲的“兵”，让

我们在耳濡目染中，沉淀家国情怀。

父亲在我们学习上虽辅导次数少，

但母亲常常讲述父亲的学习故事，父亲

的学习精神常常鼓励着我们。母亲讲，

父亲出身贫苦，没上过几天学，文化底子

薄。14岁时，父亲参加了红军，基本上一

有空闲便手不释卷。1932年，父亲负伤，

在医院住了 5 个月左右。他抓住养伤时

间学了不少文化，可以写字、看书和查看

地图了。有些同志学习时，教员刚讲完，

就说“会了会了”，可教员一离开，又不会

了。父亲则不吭不哈，认真思考，真正做

到融会贯通。父亲的好学，还表现在工

作实践中。每到一处，父亲必仔细勘察

当地的地形、了解情况，日积月累，形成

了第一手的知识和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的学习生涯中

还 有 一 位 高 明 的 导 师 ，就 是 毛 泽 东 主

席。毛主席经常指导父亲读中国古史

精华、西方经典。毛主席对父亲学习的

指导，倾注了他老人家对后辈的殷殷之

情。父亲也算不负恩师，在一次战役战

术作业中，苏联顾问给父亲打了满分。

父亲爱读书，却不墨守成规。母亲

说，父亲是一个执行命令最坚决的人，

面临最严酷的敌情，哪怕牺牲个人也毫

不动摇。同时，父亲又是一个最有主见

的人。只要有利于完成任务，父亲一旦

下了决心就绝不会动摇。在抗日战争

时的一次战役中，他顶住了压力，打赢

了战斗。

父亲的一些学习、战斗经历，都是

母亲讲给我们的。父亲在家庭生活中，

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战争经历。还是

在父亲晚年编写回忆录时，我才第一次

听到父亲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有影

响的仗。这些仗，母亲都知之甚少。

在我还没完全品懂母亲、父亲时，

他们先后辞世。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

从不曾走远，成了我心中最深的感念！

心中最深的感念
■李南征

近年，荧屏播出几部反腐倡廉的专

题片、影视剧，单位也不定期组织传阅

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每每看后都深受触

动，或对违纪违法者痛心，或感慨监督

批评不够，更多的则是人生警醒。

最近阅读《好党员好家风》《严以齐

家》等学习读物，还想起了《增广贤文》

中的两句话：“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

宽。”妻子上孝父母，下养子女，“夫有错

纠之、有失察之、有陷救之、有难担之”，

丈夫怎能多祸？子女孝敬父母，“居则

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

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父母自然会宽

心。当然，换过来说也对，夫贤妻祸少，

父慈子心孝。年年岁岁人不同，唯家和

万事兴。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良好家

风如同阳光雨露，时刻呵护滋养着每一

个家庭成员。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家风

又与政风相连。因而，我党老一辈革命

家都非常重视家风建设，并带头树立良

好 家 风 。 毛 泽 东“ 恋 亲 ，但 不 为 亲 徇

私”；陈云“约法三章”，不许子女随便进

自己的办公室、看不该看的文件、乘坐

公家轿车；习仲勋嘱托家人“为人民服

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许多老

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从严治家，起到

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称

赞。

培养良好家风，丈夫和妻子各有各

的责任。在家庭内部，妻子不仅是丈夫

的爱人，也是孩子的母亲、公婆的儿媳，

如同一幅画卷的立轴维系着家庭关系，

持家处事的作用无疑重要。从一定意

义上讲，妻子贤惠，丈夫就会安心事业，

更会潜移默化规范言行、少犯错误；反

过来，如果妻子喜欢拨弄是非，或“垂帘

听政”、插手丈夫公务，或骄纵子女、不

孝敬老人，就会使家庭不安，甚至生出

祸害。后院稳，则全家稳；后院着火，整

个家庭都会崩溃。

丈夫平日里可能会因为工作或生

活中遇到问题，情绪在某一刻发生些许

变化。妻子的女性天性使其往往能细

心察觉。这时，或提醒或鼓励，会起到

很好的预警作用。特别是对掌管一定

权力的丈夫，如果能经常说一说奉公守

法的“悄悄话”，吹一吹勤勉励志的“枕

边风”，喷一点清正廉洁的“清醒剂”，让

自律成为家庭习惯，就会把腐败挡在门

外。而一旦家门失守，必然导致家人腐

败。2015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发

布 34 份 部 级 及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处 分 通

报，其中有 21 人违纪涉及亲属或家属，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贪官背后，都能看

到一些贪婪的亲属或家属作祟的影子。

“鸳鸯自是多情甚，风风雨雨一处

栖。”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就是前

进的动力。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

我们做出了榜样。赵纫兰，这位文化程

度不高的农家女，却“极具远见”。在重

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年代，她毅然鼓励

丈夫报考新式学堂，甚至跨海留洋；生

活再窘迫，对丈夫拿工资筹办建党事

务、接济困难学生和工友，也都毫无怨

言；当丈夫与同志们谈事时，她承担起

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丈夫几次

被通缉，不论反动军警怎么威逼利诱，

也未从她口中获取半句秘密。她，就是

李大钊的结发妻子，也是李大钊革命路

上的重要帮手，对李大钊坚定革命信

心、明确救国之志，起到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更是世人公认的模范

夫妻。他们转战南北、风雨同舟，心有

灵犀、互勉共进，虽然平时聚少离多，但

邓颖超总是通过书信、留言、送花等方

式创造“在场感”，默默支持周总理的工

作。有身边人员回忆说：“从邓颖超身

上看到，女人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

力。”

“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

“千金买屋，万金买邻”……许多名言警

句，谆谆教人善待邻里。和睦的邻里关

系是建设淳朴民风的基础，也是纯正家

风、成就事业的保障。而良好的邻里关

系，总是体现在“葱酱相助”的日常中，

邻里纠纷也多为“鸡争鹅斗”之类的细

小事。更多的时候，出面处理这类事情

的往往是妻子。家有良妻，对于实现个

人身心的安顿栖息，建立家庭的宜居环

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进步，都是多

么的必要。

建立抵御侵蚀的“防火墙”，甘当砥

砺前行的“贤内助”，做好亲仁善邻的

“代言人”，在维系家庭和睦中，妻子的

作用独特而重要。她们虽然在家干的

多是“婆婆妈妈”的事，有时付出的就是

一个笑容、一声鼓励、一句提醒，收获的

却是夫妻不离不弃，家庭平安幸福。

内
睦
者
家
道
昌

■
谭

然

仲春，哨所门前的那棵杏树，花满

枝头，风一吹，花香漫营区。

弯月挂树梢，岗亭里，上等兵刘国

威身姿挺拔，双手紧握钢枪，月光穿透

树枝洒向他的双眸。忽而，微风裹着杏

花香拂向刘国威的脸庞，那轻柔一瞬，

似曾相识。

奶奶家里也有一棵杏树。那棵杏

树是奶奶的父亲当年从战场上带回去

的。儿时，刘国威听奶奶说，曾外祖父

参加了解放战争，长眠阵地的战友成了

他心底最痛的惦念。战地杏子品种好，

战争胜利后，曾外祖父就从当年战场的

路边挖了一棵杏树苗背回了家，栽在了

院里。在曾外祖父的精心呵护下，杏树

苗茁壮成长，一年一年，吃进嘴里的酸

酸甜甜，不知蕴藏了曾外祖父多少吐不

出口的心心念念？

刘国威没见过曾外祖父。在他的

记 忆 里 ，烈 日 炎 炎 时 ，奶 奶 总 在 杏 树

下纳凉。明明是杏树在守护奶奶，可

刘 国 威 就 是 觉 得 ，是 奶 奶 在 陪 伴 杏

树。杏子爬满枝头时，奶奶陪伴树的

时 间 更 多 了 ，生 怕 有 鸟 啄 杏 。 有 一

次，去奶奶家，刘国威发现，杏树枝干

直了，奶奶的脊背也更弯了。

杏子熟了，奶奶把挑好洗净的杏子

端给刘国威。杏子饱满红润，奶奶的手

干瘦无光泽，刘国威还没吃杏，心先酸

了。看刘国威吃着杏子，奶奶又不由得

说起她父亲那半生戎马半身伤。

有一年，杏子成熟时节，接连下了

几天大雨，本挂满枝头的杏子所剩无

几。奶奶担心雨水再大，剩下的杏子也

会开裂烂掉。傍晚雨稍稍停时，她急忙

披上雨衣，上到树上，把枝头那几颗泛

黄的杏子摘下来。洗净后，她不顾刘国

威爷爷的阻拦，蹒跚走上了泥泞小路，

把杏子送到刘国威学校。那时，奶奶身

体已经不是很好，去学校的路上还摔了

一跤，弄得一身泥。见到刘国威时，奶

奶怀里那几颗杏子却完好无损。“这是

你曾外祖父的‘传家宝’，每年你都得

吃，一年也不能少！”接过被奶奶焐热的

杏子，刘国威的双眼也热了。

2018 年 初 冬 ，奶 奶 生 了 一 场 大

病。出院后，她的身体大不如前。待在

屋里，她总是透过老式窗户看着院里的

杏树，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摇曳。刘国

威爸爸安慰她：“等开春，杏花开了，您

的病也就好了。”可奶奶没有等到春暖

花开，她总念叨着要给杏树施肥浇水，

自己却吃不下饭了。

杏树再次结果时，刘国威选择了当

兵。入伍前，他专门来到杏树下，拾起

一个杏核攥在手里。曾外祖父寡言、奶

奶语拙、杏树无言，于战火硝烟中坚忍，

于和平阳光下挺拔，这小小的杏核不正

像他们质朴而坚韧的性格吗？

入伍第一年，刘国威就获得了一枚

金灿灿的奖章。

岗亭里，微风再次裹来了杏花香，

飘散开来。刘国威的眼眸里泛起涟漪，

汇聚成坚毅。

哨兵身旁杏花香
■刘 慎 葛 重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的村里成立村

委会，17岁的爷爷成为村干部，并于两年

后入了党。说起入党，爷爷都会深情地回

忆：“我要像‘表哥’那样，死也光荣！”

爷 爷 所 说 的“ 表 哥 ”，在 爷 爷 小 时

候，经常深夜带人来家里“嚓嚓话”（沧

州方言，指“小声说话”）。“表哥”平时睡

觉没个准地方，又受了湿气，长了一身

疥疮，后来便住在爷爷家养身体。老家

的沙土炒热以后，是天然的消毒杀菌干

燥剂，当年的新生儿都睡这种“土裤”，

相当于今天的“尿不湿”。太奶奶便每

晚炒沙土，让“表哥”睡在上面拔湿气。

天气好的时候，太奶奶会喊“表哥”

出来晒太阳。每到这时，爷爷就抢着给

他搓烟叶、卷烟筒，让他讲一些打鬼子、

除汉奸的故事。“表哥”讲过的武工队端

鬼子据点、活捉日本兵的故事，爷爷印

象最深，对他充满敬佩。

后来，敌人来村里大搜查，为了不

连累爷爷一家，“表哥”病还没好利索就

不辞而别。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表

哥”被捕，受尽折磨。

太奶奶对此十分自责，很长时间吃

不 下 饭 、睡 不 好 觉 。 爷 爷 这 时 候 才 知

道，“表哥”是共产党员。

爷爷当村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给大伙儿跑腿的。村民家里不管有

什么事，只要找到他，他一定竭尽全力，

并且始终坚持一条：绝不占个人或者公

家的便宜。哪怕是粮食极度紧缺的条

件下，爷爷也从来不往家里多拿一点儿

粮食。

对于侵占集体财物、损害群众利益

的人和事，他也一定斗争到底。村里有

一个村民，依仗着自己跟村支书是亲戚

关系，经常明里暗里侵占集体东西。有

一次，村里的保卫人员发现他偷了生产

队的玉米，按照规定没收了作案工具和

所得，但他不依不饶，带着老婆在村子

里骂大街，还跑到支书家里“恶人先告

状”。时任治保主任的爷爷知道这件事

后，十分生气，带着保卫人员硬是把他

们两口子关在村委会进行了三天的学

习教育。其间，不论谁求情，他都不让

步 。 这 件 事 让 全 村 人 都 打 心 眼 里 佩

服。爷爷说：“党员干部不能有私心，该

得罪的人就得得罪，当老好人，群众不

会赞成你。”

闲谈中，耿直的爷爷也讲起了一件

他一直认为“不光彩”的事情。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村里接到了上交三万斤粮

食的任务。当时村里的粮食十分紧张，

一旦全部拿出，村民们极有可能挨不过

冬天。村干部们急得天天晚上集合在

村 外 壕 沟 里 秘 密 地 开 会 ，一 个 个 抽 闷

烟。爷爷当时是副村长。他经过反复

考 虑 ，觉 得 作 为 党 员 不 能 不 讲 实 事 求

是，便带着几个村干部一起把库房里的

粮食留出一部分，秘密存放好。

如 今 说 起 这 事 ，爷 爷 还 是 有 些 不

安。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做了一件对党

组织“不老实”的事。我问他：“如果你真

为这事坐大牢，后悔吗？”他叹了口气说：

“谁叫咱是党员呢！关键时候，党员就得

为群众担事，真饿死人，那才是大事。”

爷爷受“表哥”影响的远不止是对

党的感情、做党员的担当，还有他对知

识的渴望、对参军的执着。

在家里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爷爷

始终坚信有文化才有出息，咬着牙供他

的妹妹和五个孩子上学，没有让任何人

因为家里困难辍学，并把我的大伯、父

亲、小叔先后送进了军营。用爷爷的话

说，当兵是报国最好的办法。

2016 年 ，我 考 上 军 校 。 爷 爷 知 道

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从枕头下的红

布包里拿出来一枚泛着红光的铜弹壳

交给我，说：“这是当年我‘表哥’留给我

作纪念的，我有两个，一个在你大伯当

兵那年送给他了，你是孙辈里第一个当

兵的，这个就送给你！记住，你手里的

枪是保卫全中国老百姓的。”

进入军校后，不论是在“好汉坡”上

挥汗如雨，还是在搏击场上奋力厮杀，

我都咬紧牙关，奋勇争先。我不仅很快

适应了军校的训练和生活，还取得了一

些成绩。大三那年，我入了党。当我告

诉 爷 爷 这 个 消 息 时 ，他 伸 手 比 着 一 个

“八”字，大声跟我说：“你是咱家第 8 个

党员啦！”

这些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

子，爷爷还坚持住在他的老房子里。年

轻人种地实现了机械化，爷爷成了村里

最后一个赶着驴子、拉车种地的人。他

养的驴子也成了村里孩子们争相观看

的稀罕物。对此，爷爷打趣地说：“我现

在成了‘落后分子’了。”

2019 年的一个大手术后，爷爷不能

再干重体力活儿，但他仍然坚持拄着拐

棍喂鸡喂羊，坐着小马扎种菜浇园，开

着轮椅车赶集卖菜。村里人劝他歇歇，

爷爷说：“人活着就得干活，图清闲享

受，人就废了。”大家听了十分赞同。

现在，我家有 4 人参军、9 名党员，

爷爷对此十分骄傲。他经常嘱咐我们：

“党员不能图个虚名，不实打实地带头

干，群众不赞成，那叫什么党员？军人

在关键时刻豁不出命，那就不合格啊！”

前段日子，听说党中央要颁发“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爷爷兴奋得连连

说：“我入党整整 70 年！”满脸的皱纹堆

成了一朵花。

爷爷在党七十年
■李雨峰

你好啊 梦想

仿佛闪电划破天际

在那被检阅的队伍里

我认出了

你彩色的羽翼

飞吧快飞吧

带着我斑斓的祝福

像树叶一样迎风长大

李学志配文

家庭 秀

为 欢 庆

“六一”国际

儿童节，八一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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