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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建设，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风貌、处世原则、道德品质集中体现。作为革命先
辈与家人朋友之间通信的载体，红色家书不仅传递亲情，展示出别具一格的情感文化，更带有强烈的民族
色彩。品读革命先辈写给家族孩子的三封红色家书，品味书信中的纸短情长，重温先辈们的家国情怀，我
们的心灵受到洗礼，思想得到升华，从而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党内，他是大家熟知的“党的骆驼”

“党内的��”�在家�，他是��的�的��”�在家�，他是��的���”�在家�，他是��的�

子、温柔的丈夫，更是慈爱的父亲。

他是任弼时，中共“五大书记”之一。

一件用妻子的旧围巾织成的背心，他一

穿就是十多年�组织上发的一条毯子，

他一直用到逝世。任弼时经常提醒孩子

们节约用电，并在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

的字样。细枝末节中，彰显着任弼时一

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因为革命原因，任弼时不能经常陪

在子女身边，但他通过一封封家书来联

络感情，孜孜不倦地教诲孩子们，细致

到孩子们学什么、吃什么、穿什么。

任远志是任弼时的大女�。对于长

女，任弼时寄予厚望。他在��之中�他在��之中�在��之中�

空写信，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信中写

道�“�书��在���用心，�望�能�“�书��在���用心，�望�能

坚持用功学习……多看解放区出版的报

纸，借以增加�的政治常识。”

出生于���的�女�任远�，�于���的�女�任远�，����的�女�任远�，�

�就和父母分开，她和父亲的通信最多。

1949 年 1月，任弼时用俄文给女�回信，

字�行间满是对女�的爱。他在信中�。他在信中�在信中�

丁玲写万字家书寄孙女：
靠自己的努力成材

她有着�“文�姐”变为“武将军”的非

凡经历�她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薄

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她是丁玲，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她注

重培养孩子的意志、性格、作风，�不娇

惯孩子，在她眼�，孩子��不���关�，，孩子��不���关�，孩子��不���关�，

关键是精神���。

丁玲用集体�义精神教育�子���。�子���。。

1939 年，丁玲派人把九岁的���接回延安，

送他去当兵。对于�个��，丁玲是��熟。对于�个��，丁玲是��熟对于�个��，丁玲是��熟

虑的，因为她�信，�孩子去更艰苦的���信，�孩子去更艰苦的��，�孩子去更艰苦的��

�去磨炼下�有坏处。

 丁玲在下放到�行�下的时�开���下放到�行�下的时�开���放到�行�下的时�开���到�行�下的时�开����行�下的时�开���

女胡延妮通信。后来，�以��的中学生活，�以��的中学生活�以��的中学生活

的片断——给�女的信》为题，发表了�中了�中�中

的一封。�是她�有书信中最长的，有 ����。�是她�有书信中最长的，有 �����是她�有书信中最长的，有 ����

多字。在信中，她��“人是在���样的磨，她��“人是在���样的磨��“人是在���样的磨

练中成长的，�坚强地对待生活中遇到的一

切磨练”�“人更重�的�是�先做一个最崇

高的人，最纯粹的人”。

�女胡延妮后来回忆，她�终把奶奶的

�些话作为��的座右铭。丁玲被打为右派

时，胡延妮无人可靠，但�终记得奶奶教导

她“�靠��的努力成材”。后丁玲复出，胡

延妮仍牢固地保持着靠��努力成材的意

念。她用一年半的时间�完了两年的研究生

课程，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工作后，她她

仍牢记奶奶的教导，以�强的精神和�着的牢记奶奶的教导，以�强的精神和�着的

毅力，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做好���做

的每一件事。

有成绩不骄傲，遇挫折也不气馁。胡延

妮�，每有�成绩，就会想起�母丁玲，感

谢她对��关于意志、性格和做人的教导，“奶

奶以前怎样教育�，�也就打算怎样教育后后

辈，�他们靠��的努力成材”。，�他们靠��的努力成材”。他们靠��的努力成材”。们靠��的努力成材”。 萧克回信侄儿：学习靠自己，要勤劳勤俭

他一生�终存真求实、俭朴低调，

严格约束亲属，不准搞特殊�他爱护战

友、部下、群众，有情有义有担当。

他是萧克，新中国开国第一上将，，

心胸坦荡、无怨无悔、有“�不”家风，、有“�不”家风，“�不”家风，

把“搞特权是可耻的，�干出��的成绩”

的观念烙印�萧家子�心�。�萧家子�心�。萧家子�心�。

在萧克故居内，有一张萧克和夫人

蹇先佛、�子萧星华的合影。照片中，

萧星华穿着一条背带裤。后来，�条裤

子��给了�辈萧��，��学穿到���给了�辈萧��，��学穿到��辈萧��，��学穿到�，��学穿到���学穿到�

初中，裤腿短了就接上布加长继续穿。

萧星华回忆，他的�学和初中基本

上�穿过什么新衣服，大多是大人衣服大多是大人衣服是大人衣服

补了补丁改制的。他对�子也是“父�。他对�子也是“父�他对�子也是“父�对�子也是“父��子也是“父�

子随”。萧云松的班级组织春游，中午

大家吃点心，�他�学都带了面包、饼

干，唯有萧云松带的是两个��。�学带的是两个��。�学是两个��。�学

们都��情云松，以为他家是���。��情云松，以为他家是���。云松，以为他家是���。，以为他家是���。是���。

1994 年，萧氏宗族开���。萧开���。萧��。萧

克得知后写了“勤劳勤俭”4 个字寄到

��的办公室，后又写信给侄�萧�保，

�萧姓村庄位处�区，先�经过多年

辛苦才得以建成，�以“��也�发扬

先代和后来勤劳勤俭的精神”。

老家的侄子、外甥，萧克�帮一个

介绍工作。有个侄�曾写信给萧克想请

求照顾。萧克回信�“学习全靠��，�

��有本事，找靠�也无用。”�个侄

�听了萧克的教诲，发奋�书考上了大

学，后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萧克子�把勤俭节约、以身作则视

作理�当然。

长�萧云志由于常常需�周末加

班，一度回到家就��累。蹇先佛听后后

虽然心疼，但仍然教育他�“累一点是

应该的，现在工作谁不辛苦。”一位师

兄曾��萧云松�一年��穿着一件�曾��萧云松�一年��穿着一件���萧云松�一年��穿着一件�

得发白的旧军褂，骑一辆根本不用锁的

旧�行车。。

 “�爷爷�过，�参加革命是为中

国�万万�胞……严格禁止�打着�的

招牌，向党和政府��个��个。”萧

�� 7岁时被萧克接到北京共�生活了

1� 年，在萧克家风的熏陶下长大。萧。萧

家不��华的生活作风一直�人��。不��华的生活作风一直�人��。��华的生活作风一直�人��。�华的生活作风一直�人��。的生活作风一直�人��。生活作风一直�人��。作风一直�人��。一直�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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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红色家书的多重现代意义

真情家书触及灵魂让亲情铭记

闫玉兰（中国家庭教育协会儿童早专
委理事、湖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光

照华夏，他不仅为国家鞠躬尽瘁，对家

人至亲亦温暖慈爱。读任弼时的红色家

书，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铁骨柔肠

让人感动。

任弼时写给子女的信不仅有舐犊

情深的“小爱”，更有教育孩子们将国

家发展与个人发展、将祖国富强与人

民幸福相联系的“大爱”。重温革命家

书倍感珍贵，新时代同样需要书写、

传承这样的红色家风，生长在红旗下

的祖国后辈更需要培养家国情怀，让

更多孩子立志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父母子女的亲情

连接需要发自真心的言行，不需太多

的时间，只需表达足够的关切赞赏；

不需讲述大道理，有几行真情的文字

嘱托和鼓励亦好，真情的家书触及灵魂

让亲情铭记。

用积极信念形成健康的家庭人格
徐军（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湖南省家
庭教育研究会理事）

萧克将军用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给

我们呈现出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

战士的光辉形象，他这一生始终严于

律己，以身作则，简朴低调，纯真求实，

还特别注重家风传承和家庭教育。

他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对于家

庭成员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

道德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萧克将军在生活

中勤劳勤俭，对子孙后辈健康人格形成

具有积极影响。

萧克将军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儿子艰苦朴素作

风，对儿子的思想、行为、情感给予

正面的引导。作为家长，切不能忽视对

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对自身修养的

思考，在家庭教育当中要做到以身作则，

用积极健康的理念和信念来帮助家人

形成健康人格。

坚强对待生活的磨练是宝贵的
精神财富
肖青春（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南省家
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书香世家。她

的父母允许她读书，尤其是她母亲，常给她

讲女性独立的故事，这为丁玲成为一个洒脱、

奔放、摆脱封建女子的保守与刻板的进步女

性奠定了基础。

丁玲对儿子蒋祖林的养育方法很有特色，

培养了儿子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让孩子能在抗战时期生存下来，这自然也是当

年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但也养成了孩子独立

生活、面对残酷环境的顽强勇气。

丁玲在信中勉励孙女，要在各种各样的

磨练中成长，要坚强地对待生活中遇到的一

切磨练，做一个最崇高、最纯粹的人，有

当时生活环境下必须要坚强的外因，更有着

丁玲成长过程中对生活的理解和领悟，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的精神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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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嘱托女儿：学好知识，建设祖国

老故事新看法 >>
老故事新看法 >>

老故事新看法 >>

字字含深情 句句带热泪 篇篇是宝藏 

励女��“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

业知识回国。”

任弼时每每在书信中表达对女�的

�念，也鼓励女�努力学习，报效�国，

他的孩子们在回忆父亲的时�，无不怀

着��的感情。

任远��情地� �“1� 岁时�才�地� �“1� 岁时�才�� �“1� 岁时�才�

到父亲，不�一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

�。�不能不�是�一生中永远无法

弥补的缺憾。但是，时间的短暂并不

能淡化�对父亲的爱，反而使�更加

珍惜和父亲�处的点点滴滴，它们是

�一生的回忆，历经岁月风�，�有�历经岁月风�，�有�岁月风�，�有�

毫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