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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雯倩 王静 

湖南，一片红色沃土，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这里出发，奔向民族解放和民
族复兴的战场。与此同时，他们的优良家风、伟岸人格也深深激励并影响着后人。

我们从无数脍炙人口的家风故事里，聚焦四对湘籍革命夫妻的故事。他们那些心怀天下、清廉自律的家
风故事，影响中国，让人感动，给人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

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

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夫人

蔡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

领袖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

著名活动家。

虽都处于国家高级领导岗

位，但这对革命夫妇一直严

于律已，一生克勤克俭，对晚

辈和亲属要求严格，保持着革

命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夫 妻 俩 平 时 吃 得 朴素，

一荤一素一汤，偶尔加上一

小碟辣椒，便心满意足。

李富春喜欢喝茶，蔡畅

每次把泡过水的茶叶烤干，

下次再用。

与物质上的低要求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李富春、蔡

畅夫妇精神上的富足。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

们除了有亲生女儿之外，又

收养了很多革命遗孤，工资

收入除用于资助孤儿外，结

余都存起来。

两人不仅退还了国家配

给他们的生活用车，还将积

累多年的十多万元，作为“特

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在位于��的李富春���的李富春�李富春��

居�，��女� � ���者�，��女� � ���者

看到两张特殊的党费��������

一张是 1975 年 3 月17 �

的，上面写着�李富春、蔡

畅 同 志 交 来 特 别 党 费（ 储

蓄 存 款 单 29 张 计 99851.09

元，现款 148.91 元，两项合

计 100000 元）。还有一张是

1977 年 4 月 8 �的，显示为为

3 万元党费。

这是李富春逝世后，蔡

畅按照�与李富春的��，�与李富春的��，与李富春的��，

把两人所有的积蓄都作为特

别党费交给了党中央。

值得一提的是，蔡畅的的

母亲是“女中豪杰”葛健豪，

�的无私奉献与母亲一脉相

承。1927 年，葛健 豪在得�1927 年，葛健 豪在得�葛健 豪在得�得�

儿子蔡林蒸壮烈牺牲后，��

强忍悲痛，将儿子的六百元

抚恤金捐给了女校�经济困

难的孩子们。�对蔡畅说�“你

哥哥为国捐�，我这��母哥为国捐�，我这��母

亲的感到光荣。这钱我们不

能用。”

后来，蔡畅把母亲葛健母亲葛健葛健

豪留给自己的金镯子也作为

特别党费上交了。

身 边 的 工 作 人 员 问 蔡

畅，是否给外孙留下一点，，

�坚�地说�“钱是党和人

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

给党和人民。孩子们�大了，

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

人留给子孙后代的 , 应该是

革命的好思想，艰苦奋斗的

好传统。”

存放李富春蔡畅夫妇这李富春蔡畅夫妇这这

些存款单的，是��色��，是��色���色��

箱，这是 1919 年蔡畅在��这是 1919 年蔡畅在��是 1919 年蔡畅在��

勤工俭学时买下的，陪伴了

�革命生涯 71 年，现存放于

湖南省双峰县蔡和森纪念馆

内，带着斑驳的痕迹，无声

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

“叮咛犹在耳，魂梦总

相爱！”这是 2000 年清明节，

王�国为丈夫谢觉哉撰写的

祭文《怀念谢老》中的最后

两句，彼时，谢觉哉已离开

妻子近 30 年。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

21 岁考上晚清秀才，41 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

立后，他曾任内务部部�、

最高人民�院院�。

谢觉哉和王�国相识于

�征途中，1937 年两人在甘

肃兰州结为伉俪。

谢觉哉一直注重培育勤

奋好学的家风，在他的�心他的�心的�心

指导下，王�国从目不识丁

的农村女孩，慢慢成为了一

�书、画、诗等样样俱佳的

才女，而他们的七�孩子，

也被教导得非常出色。

为了不让孩子产生“干

部子弟”的优越感，谢老经

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

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

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他让王�国给孩子们讲

述�童养媳的经历，他自己

讲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经历，

讲�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

苦岁月。

他还把院子�的一��还把院子�的一��把院子�的一��

地利用起来，一有�就带着

孩子们翻地、��、养�。、��、养�。��、养�。、养�。养�。

有子女、亲属想�着谢子女、亲属想�着谢

老的“官位”找�好工作，

谢老直言�“你们以为我这

�总可以找到饭吃，但我这但我这我这

�不是劳动生产机关。”

偶然发现子女用了公家

的汽车，谢老生气道�“国

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

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

开我的车外出。”

随后，谢老不仅叫家人

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

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

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对夫人王�国，谢老同

样表示�“你外出也不能动

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

出时搭车。” 

在谢觉哉 1962 年写给儿

女的家书中，他以自己和王

�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

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

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

去，看别人”。

王�国受谢觉哉影响颇

深，同样对家人严苛、对群

众热情。

1971 年 6 月 15 �， 谢， 谢谢

觉哉去世，按规�遗属可以

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国

却主动找到组织讲�“我有

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

就住什么房子！”

随即，�退掉了秘书和

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房子。

�还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身

边说�“以后你们的事情我

一概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

一�不带。”

王�国所说的“不管”

“不带”，是希望子孙们��

都能自强自立，不给党和国

家添任何麻烦。�为很多人

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

儿子谢飘考学、当兵、提干、

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阶

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陶铸、曾志夫妇：

严抓家风，狠抓������风������风����风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

就是松树的风格。”这句话出自中学�文�话出自中学�文�出自中学�文�

本《松树的风格》，发表于 1959 年 2 月 28

�《人民��》。作者陶铸将松树甘于奉献、

乐观向上的品质，不怕粉身碎骨、自我牺

牲的气魄描绘得淋漓尽致。

陶铸是湖南祁阳人，而他的妻子曾志

是湖南宜章人。夫妻俩一生克勤克俭，清

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共产党员的本色。

曾志与陶铸一直都在党内担任要职。。

陶铸先后任广西、广东省委领导，还担任

过国务院副总理，并补选成为中央政治局

常委；曾志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致力于

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人才。

李富春、蔡畅夫妇：一生积蓄，全��������

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对家人严苛，对群众热情

陶铸曾志夫妇。

1963 年春节，外贸部�了一批点心，

出口香港换外汇，还以“品�”的名义给，还以“品�”的名义给以“品�”的名义给

中南局领导各送了一箱。

陶铸接到礼品后，马上打电话给外贸

部的领导，严肃批评�“请你马上把东西收

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要品�自己

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了！”又吩咐秘书�

“你马上打电话问问中南局的书�们、常委

们是否也收到了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

回。”

他还叮嘱有关部门发出通�，严禁此

类不正之风再次发生。吃喝之风由此刹住。

女儿陶斯亮在回忆父亲陶铸时，形容

其“类似苦行僧”。

陶铸�人生活非常简朴，他曾说�“我

只要有碟辣椒，再来碗青�，就很够了，

吃东西以填饱肚子为原则，这也不吃，那

也不吃，还怎么接近群众？”

他从来都以严格的��来对�自己和从来都以严格的��来对�自己和

子女。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陶铸一家一家

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

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

修款之缺。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

�三章”�不�迎送、不�请客、不�送礼。

陶铸曾说过�“一�人立身于世，不讲

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共

产党员，要对党��。领导干部克己自律要对党��。领导干部克己自律对党��。领导干部克己自律

就会起到火车头一样的作用，就会带动一

批人，影响一群人。”

妻子曾志始终关心国家的建设，致力

于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直� 88 岁去世时，直� 88 岁去世时，88 岁去世时，

曾志唯一的遗愿是将其省吃俭用攒的 6 万

元工资捐给希望工程。

（下转 05 版）

谢觉哉王定国夫妇。

李富春蔡畅夫妇。

让人感动  给人启迪

四对革命夫妻的红色家风吹暖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