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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秀

7 月 24

日 ，执 行 抗

洪任务的第 83 集团军某

旅战士杨帆，与参加抗洪

救援任务的父亲杨海燕

（右）短暂相聚。父子俩紧

紧拥抱在一起。

季 鹏摄

定格定格

那一刻

我们像分别多年后重逢的兄弟

在默默的拥抱里

问候 点赞 加油和祝愿

在彼此的微笑里

认出另一个自己

雨后初霁的河山

在你我身后绵延

我们为此而来

也将为此而去

李学志配文

红色家风

烽火家书

迷彩军娃

我 的 老 红 军 父 亲 、开 国 将 军 范 忠

祥，已经去世 28 年了，但时光的流逝并

没有冲淡我对他的思念。

出身贫寒，不甘受剥削奴役，期望

改 变 自 己 人 生 的 强 烈 愿 望 ，促 使 父 亲

于 1926 年加入当地农民协会，参加农

民 运 动 ，后 任 乡 苏 维 埃 土 地 委 员 兼 赤

卫 队 队 长 。 1932 年 5 月 ，父 亲 又 根 据

党组织的指示，率领 60 多名赤卫队员

参 加 了 贺 龙 同 志 领 导 的 红 3 军 ，从 此

戎 马 一 生 ，把 自 己 的 毕 生 精 力 都 献 给

了革命事业。

父亲曾多次与我讲过他参加革命

后 遇 到 的 3 段 难 忘 经 历 ，以 及 这 些 经

历对他思想产生的影响。父亲还自豪

地 对 我 说 ，他 挺 过 来 了 ，始 终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一 心 一 意 跟 党 走 ，凭 着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战 胜 了 所 有 的 艰 难 险

阻。一直以来，每当回想起父亲多次讲

过 的 这 些 经 历 ，我 总 会 情 不 自 禁 地 落

泪。

1932 年 5 月，父亲参加贺龙同志领

导的红 3 军，一到部队就被分到第 8 师

第 24 团第 11 连。第二天，父亲便随部

队仓促投入战斗，第一仗打芦家口，第

二仗打八子垴，第三仗打皂市，第四仗

打京山的鸭子咀……一个星期连续打

了七八仗。在这期间，全连陆陆续续牺

牲了 10 多名战友，负伤的就更多。这段

难忘的经历，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

他说：“战争的残酷让人始料不及，生与

死的抉择是对每个红军战士最严峻的

考验。”他认为，打仗就不能怕死，更不

能当逃兵。

父 亲 在 红 3 军 和 红 2 军 团 时 期 负

伤 10 多 次 ，其 中 3 次 负 重 伤 几 乎 是 死

里逃生。1934 年 2 月，在湖南龙山县茨

岩 塘 战 斗 中 ，父 亲 左 肩 及 背 部 神 经 被

子 弹 打 穿 ，造 成 左 手 终 身 残 疾 。 1935

年 8 月下旬，也就是担任团总支书记的

父亲接替余秋里任红 18 团政委两个月

之后，在攻打敌人抬头寨的战斗中，胸

部被手榴弹炸伤，有 3 块小弹片无法在

手术中取出，一直陪伴他走过了 60 多

年的军旅生涯。

父亲参加红军后，因工作积极，作

战勇敢，入伍 2 个多月就加入了中国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之 后 ，他 先 后 任 副 班

长、班长、排长、连长、师政治部宣传队

长等职，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申

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 而 ，在 他 参 加 红 军 后 的 头 两 年

间，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

风 ，给 红 军 官 兵 的 思 想 造 成 极 大 的 冲

击。这是父亲讲过的第二段难忘的经

历。

其间，父亲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初

心不改，将“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执着追

求始终默默存于心中。1934 年 6 月红

2、红 6 军团会合后，8 月根据中央指示

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在任弼时、贺

龙同志的领导下，恢复了党团组织。同

年 9 月，在红 9 师政委廖汉生及另外一

位同志靳加滔的共同介绍下，时任师政

治部宣传队队长的父亲，作为恢复党组

织后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由共青团员

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因 战 争 年 代 负 伤 次 数 过 多 ，父 亲

晚 年 长 期 卧 床 。 在 病 痛 之 中 ，他 常 回

忆 起 那 段 经 历 并 对 我 说 ：“ 在 那 样 的

形 势 下 ，红 军 部 队 为 什 么 能 够 生 存 下

来并继续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坚持英

勇 斗 争 呢 ？”父 亲 谈 道 ，这 是 因 为 ，一

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对党的忠

诚 ，坚 信 党 能 够 克 服 困 难 ，领 导 中 国

革 命 走 向 胜 利 ；二 是 广 大 指 战 员 始 终

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必胜信

念 。 一 些 受 了 冤 屈 的 同 志 ，宁 肯 牺 牲

都 不 叛 变 ，这 是 因 为 他 们 坚 信 自 己 为

之 奋 斗 的 理 想 是 最 美 好 的 ；三 是 部 分

党 的 领 导 干 部 和 广 大 基 层 官 兵 ，对

“ 左 ”倾 错 误 进 行 了 坚 决 抵 制 。 特 别

是 红 3 军 主 要 领 导 贺 龙 ，在 许 多 问 题

上 据 理 力 争 ，从 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少

了损失。

父 亲 讲 的 第 三 段 难 忘 的 经 历 ，是

参加红军长征。

开始长征时，父亲刚刚伤愈归队，

被任命为红 2 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

部 长 ，主 要 负 责 行 军 中 的 筹 粮 ，掉 队

人 员 、伤 病 员 的 收 容 以 及 占 领 敌 人 县

城后的群众宣传和扩红等工作。1936

年 3 月下旬，红 2、红 6 军团在滇东攻打

敌 人 宣 威 城 来 宾 铺 的 战 斗 中 ，部 队 伤

亡较重，红军第 11 团政委黄文榜、第 12

团 团 长 钟 子 廷 等 团 领 导 牺 牲 。 之 后 ，

父亲临危受命，到红 2 军团第 4 师第 11

团任政委。

父 亲 回 忆 ，长 征 途 中 ，除 了 时 常

与 敌 人 打 遭 遇 战 之 外 ，最 大 的 困 难 是

自 然 环 境 恶 劣 ，缺 衣 少 粮 。 在 翻 越 多

座 雪 山 时 ，有 的 战 士 只 穿 着 单 衣 。 在

空气稀薄、海拔高度达 4000 多米的山

上 ，有 的 战 士 走 着 走 着 就 冻 僵 了 ，之

后 再 也 爬 不 起 来 了 。 还 有 的 战 士 过

草 地 时 ，部 队 筹 集 到 的 粮 食 很 少 ，每

个 人 分 到 的 青 稞 粉 大 多 只 能 勉 强 吃

三 四 天 ，途 中 仅 靠 挖 野 菜 、捡 树 皮 等

来充饥。

“团里的干部战士一天比一天少，

有的陷进泥沼里就拉不上来了……”身

为团政委的父亲，每次讲到这里，眼睛

总是红红的。

父亲近 70 年的戎马生涯，风风雨

雨，跌宕起伏。父亲之所以经常跟我讲

这 些 难 忘 的 经 历 ，就 是 要 告 诉 我 们 子

女，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

作为一位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

党 员 ，父 亲 生 前 非 常 重 视 对 子 女 的 教

育。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不管是上

学，还是后来参军、工作，只要回家，父

亲 都 会 详 细 询 问 每 个 孩 子 的 学 习 、工

作、思想情况。在我参军临走时，父亲

还反复叮嘱我，到部队后一定要继承和

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兵就要当一

个好兵。

我怀念父亲，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极

为宝贵的人格人品准则，即为人处事要忠

诚老实，实事求是，有一是一，不说假话。

我怀念父亲，因为他教导我怎样做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加

入，更要思想上加入，为官一任，尽职尽

责，不贪不占，率先垂范。

我怀念父亲，因为在我的思想和灵

魂深处，始终觉得父亲并不曾走远，他

依然在我的身边。正像他红军时期的

老战友杨秀山中将为他的回忆录出版

题词中说的：“怀念范忠祥同志，战争年

代不惜生命贵，和平年代视金如粪土。”

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值得我们

子女始终牢记并遵循。

父亲的三段难忘经历
■范西峰

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她年轻时，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会济

南。那次还是爹带娘去的，为给弟弟治

病，娘每天奔走于医院内外。

娘有一个心愿：去北京看天安门。

读小学时，当我第一次在书里看到天安

门城楼，还特意跑到娘面前指着图片，

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承诺：“等俺长大，

带娘去北京！”娘伸手轻捏我的鼻尖，笑

着说：“行，娘等着享你福哩！”没想到，

这一等，我竟让娘等了 20多年。

“去北京！”这是我当兵后每年回家

探亲都要提起的话题。但一开始是因

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后来是由于娘

要照顾哥哥家的两个孩子抽不开身，

“陪娘进京”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在娘委

婉的拒绝中搁置。

2017 年 5 月，我出国执行维和任务

前，将稿费汇款地址改到了老家，并把

证件交给娘：“邮局送来的汇款单都是

稿费，您代领存好，以后咱们拿这笔钱

去北京玩……”娘认真地把我的证件收

好，笑着说：“去啥北京啊，娘盼你回来

后结婚抱孙子哩！”

一年后，我与战友圆满完成维和任

务，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回国

后，我将“陪娘进京”列为探亲休假的头

等大事。

2018 年 7 月 3 日，我陪娘踏上了旅

程。在人潮涌动的首都，乘地铁、住酒

店、尝美食、逛商场……这些对娘来说

都非常新奇。在天安门城楼前，在长安

街上，娘久久地驻足观看，还时不时地

对我说：“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今天

终于看到真的啦！”

北京的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但

娘逛来逛去，嫌东西贵，说啥也不买。

我悄悄记在心里，待晚饭过后，将娘送

回房间，再悄悄返回商场把娘中意的东

西买回来。为了不让娘心疼钱，这次旅

行中，我有时会对她撒个谎，比如“宾馆

的早餐免费吃”“衣服是打折买的”“这

款手表正好降价”……

陪娘去北京的那些天，虽然短暂，

但对娘来说或许一生难忘。我印象最

深的是，娘为了提前赶到天安门广场看

升国旗仪式，前一天晚上竟然一夜未

眠。那天，娘起了个大早占到有利位

置，更不顾自己有腿疾，在人群中站了

整整 3 个小时。升国旗仪式开始后，她

高高举着操作并不娴熟的智能手机，踮

起脚尖，将仪式全程录了下来。

回家途中，娘翻看自己亲手拍的“北

京回忆”，自责道：“唉，这个画面没拍好，

当时人太多，挤得厉害。”我安慰娘：“咱

们下次再来北京，再拍一遍升国旗，还要

去这次没去过的景点看看。”娘说：“还来

啥！这次累得够呛……”

可是，娘喜悦的表情告诉我，这趟

旅程，她累并快乐着。

陪 娘 去 北 京
■韩立建

那段时间，王国辉的儿子小沐远在

电话里嚷嚷着要来部队看他。

“这里又热又潮湿，蚊虫也特别多，

孩子还小，吃不了山里的苦。”电话里，

王国辉对妻子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 我 看 未 必 ，你 太 小 看 咱 们 儿 子

了。你是不知道，最近他迷上了海军，

尤其喜欢军舰，家里都买了好几个军舰

模型了，他还整天说自己长大了要像你

一样当一名海军！”妻子的一番话感动

了王国辉。不久后，妻子带着儿子小沐

远出现在了军营门口。

刚到军营，小沐远仿佛进入了一个

新 奇 的 世 界 ，兴 奋 地 在 营 区 里 跑 来 跑

去，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可没过多久，

他哭了起来。

王国辉夫妇赶忙走上去询问原因。

小沐远抽抽搭搭地问道：“爸爸，你

不是海军吗？为什么你工作的地方没

有大海？”

王国辉明白了。原来，在儿子的认

知里，认为海军就应该乘着军舰劈波斩

浪航行在大海上。

王国辉的工作确实跟军舰没什么

关系，但他又不想让这个正痴迷海军的

小男子汉失望。该怎样让儿子理解自

己的工作呢？

接 下 来 几 天 ，小 沐 远 的 情 绪 一 直

很 低 落 。 山 上 的 生 活 条 件 本 来 就 比

较 艰 苦 ，再 加 上 夏 天 天 气 炎 热 潮 湿 ，

蚊 虫 又 多 又 毒 ，有 时 大 人 都 受 不 了 ，

更 不 用 说 孩 子 了 。 小 沐 远 身 上 被 毒

蚊 子 咬 起 了 好 多 包 ，又 疼 又 痒 ，晚 上

经 常 睡 不 好 觉 。 军 营 里 也 没 有 同 龄

孩 子 和 他 玩 ，就 连 来 之 前 在 电 话 里 答

应 带 他 玩 的 爸 爸 也 经 常 忙 得 不 见 人

影 …… 没 见 到 大 海 和 军 舰 的 失 落 ，加

上 山 上 单 调 艰 苦 的 生 活 ，让 小 沐 远 一

点 也 不 愿 意 待 在 这 里 ，总 闹 着 要 回

家。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王国辉想出

了一个让小沐远了解他工作的办法，只

是他还要等待一个时机。

很快，时机出现了。那天，天空很

蓝，忽然远处的天际传来一阵轰鸣声。

“ 快 看 ！ 儿 子 ！”王 国 辉 抱 起 小 沐

远。小沐远看向天空，一架架银白色的

战斗机呼啸而过，“飞机！飞机！”他兴

奋地大喊。

“儿子，你不是常问爸爸为什么要

待在大山里吗？就是为了它！”王国辉

骄傲地对小沐远说：“这些飞行员叔叔

开 着 战 机 保 卫 着 咱 们 的 国 家 ，而 爸 爸

就是要保障这些战机能顺利高飞在祖

国的海天之上，这里虽然看不见大海，

但它同样很重要！”

望着渐渐远去的战鹰，听了爸爸的

解 释 ，小 沐 远 心 中 的 疑 问 终 于 有 了 答

案。

在此后的日子里，小沐远跟着爸爸

一起走遍了军营的每一个角落。他还

同叔叔们一起给菜园浇水，喂小鸡、小

鸭……王国辉欣喜地发现，小沐远仿佛

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许多。

到大山里看海军爸爸
■李芊卓 冯 磊

1939 年 2 月，日军入侵琼崖（今海

南）。消息传到越南后，年轻的共产党

员、爱国华侨符克毅然回到海南岛，投

身革命抗战救国。1940 年 2 月 11 日，

正在海南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的符克，给远在越南的父亲及兄长写下

了这封家书。

爸爸和大哥：

前月在港时，曾付上一函，来书收

到否？念念！家惠兄于前日来港得遇，

知□阖家均告安好，生意也比前兴旺，

喜慰得很！

我于去年底本拟返贡一行，当因环

境不许，不得不作罢论了。正在此时，

琼侨救总会诸公，为展开琼崖救济工

作，加强华侨与当地政府的联络，乃设

立总会救济会琼崖办事处，其主任一职

要我来负，同时总会各服务团总的领导

人又是我，因此之故，这次□不得不重

返琼崖……于是，返贡之念暂时只好打

销〔消〕了。爸和哥！别挂心吧！鬼子

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

天伦之乐的！

我已于前月底携带大批西药品及

慰劳品抵广州湾，因年关关系，没有船

只来往，迫得暂住这里。料再逗留数

天，便能渡海了。

我近来身体都比（以）前健康，故□
物质生活虽然是艰苦一点，但精神总是

愉快的，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至

于工作，虽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去进

行，似随时有生命之虞，但我能时刻谨

慎小心，灵活机（动）且吉人天相，想必

安然无恙也。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

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

最大休息了。总之，怨〔愿〕望你们保重

身体，和睦共聚，经营生意，谋将来家庭

之发展，勿时常挂我于心也。

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苦

和尽致，我时刻是牢记着的。不过，在

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头，特别是在这样严

重的国难时期中，我实在是没有机会与

能力来报答你们的。也许你们会反骂

我不情不孝吧。爸和哥别怀疑和误会

吧！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

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

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我相

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们就要

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

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

命工作，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

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

谨此，祝阖家均安！

克上

二月十一日于西营

这是符克回国参加抗战后写给家

人的第三封家书。他毫无保留地表达

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他给家人许

下美好愿景：“爸和哥！别挂心吧！鬼

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

叙天伦之乐的！”然而当时海内外局势

紧张，为深入凶险的抗日战场，符克领

导“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 200 余人

分 5 批 回 国 ，在 冲 破 日 军 的 海 上 封 锁

时，就有 7 位战友惨遭杀害。

政局的动荡，敌人的残暴，战友的牺

牲，都没有动摇符克救国的信念。他始终

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直面死亡的威胁：

“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

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

1939 年底，符克被任命为琼崖华

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总团长，同时兼

任琼侨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处主任。

他的工作任务艰巨繁重以至于不能与

家人团聚，故在家书中恳请父亲和哥哥

理解：“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

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

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命工作，也希

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

情与原谅吧。”言语之中，淋漓尽致地表

达了他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早在 1927年，符克便在党的教育和

培养下担任昌洒乡童子团团长。日军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符克辗转上海、南京

等地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符克赴延

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符克受党的派遣赴越南，负责发动

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正如他在家书写道：

“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

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

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强烈的家国情

怀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让符克义无反

顾地投身革命道路。

心怀赤诚信念，便敢以萤烛末光增

辉日月。写下这封家书时，符克正领导服

务团的同志们，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

给抗日军民送医送药，向海外介绍琼崖抗

战情况，并揭露日军暴行。他们的努力，

有力鼓舞了海南当地群众勇敢地拿起武

器与日寇做殊死抗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符克在

离开越南之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

备，他把珍贵的照片、证书、纪念册提前交

给了家人。1940年8月，符克为了抗日救

国大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国民党

琼崖守备司令部商谈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的问题，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生命定

格在了26岁。

“慷慨赴国难，热血洒琼崖”。符克

的一生短暂而壮烈，他在有限的生命里

一直在海内外为抗日救国而奔忙，最终

用鲜血与生命实现了“生为民死为民”

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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