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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收录50余封家书，分为“为
了民族的解放”“党指向哪里，就奔向
哪里”“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三章。各
个章节基本上以家书写作时间排序，
每篇家书通过原文和相关时代背景、
情感线索的梳理解读，并穿插相关人
物的照片，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党的不
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讴歌共产党人
对信仰的追求与坚守。该书内容十分
丰富，图文并茂，可读性强，为党员干
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生
动、形象的宝贵教材。

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
校园里，有一座我国首家进行家书展览
的博物馆，馆藏近6万件信札多为手写
件，其中与共产党人有关的红色家书有1
万余封。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深藏着一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本书编者张丁是该博
物馆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0
多年来他埋首于书信堆，致力于家书的
征集、整理工作。经他之手，数万封记录了
时代变迁、传递出家国情怀的家书最终
汇集到博物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

仰》所选家书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和
追求进步的人士，既包括毛泽东、刘少
奇、叶剑英、任弼时、陈毅、聂荣臻等老
一辈革命家，也包括夏明翰、左权、赵
一曼、黄继光等革命烈士，还包括各个
历史时期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普
通党员。他们虽然岗位不同，年龄有
异，但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
幸福的初心是一致的，并为此付出了
生命、鲜血和汗水。他们顺应时代潮
流，把个人的亲情冷暖埋藏在心中，毅
然投身时代大潮。从他们留下的一封
封家书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们的思
想轨迹，感受到熠熠生辉的信仰之光。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
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
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
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
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
安。”这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任弼时1921年5月赴莫斯科前写给父
亲任裕道的信，表述自己报效国家的
远大抱负，同时也寄寓了他对家人的

牵挂和不舍。当时的任弼时只有 17
岁，却已经是一个能够体谅父母辛苦、
胸怀改造社会大志的有为青年。他受
先进思想的影响，以追求大多数人的
幸福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毅然奔赴远
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我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在生死
的危机情况下进行着顽强的流血的斗
争，这是为了母亲、弟弟的永远解放。
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
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
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这是1948
年8月20日辽沈战役前，东北人民解放
军第4纵队第12师35团2营教导员许
英写给母亲的家书。许英离开家整整
10年了，当年还是17岁的少年，现在
已经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
他盼望着解放军打进关内，早日与母亲
和家人团聚。可惜的是，一个多月之后，
许英在战役中牺牲。这封家书是战友从
烈士衣兜里发现的，令人倍感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
2020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党员
医务工作者、基层干部的家书。“从医

院通知到报名结束，只用了短短20分
钟。妈妈所在的科室，有三个名额，妈
妈第一个报了名。当时，妈妈似乎什么
都没想。妈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护士，
是麻醉手术科的护士长，更是一名有
1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面对国家召唤，
面对同胞受难，面对疫情肆虐，妈妈心
里只有四个字：义不容辞。”这是甘肃省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周馨瑜写给
备战中考儿子的一封信，质朴的话语，
既流露出殷殷深情，也刻画出一个共产
党人对信仰、对组织的拳拳心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信仰写就的不朽
史诗，更是一部涤荡心灵的信仰坚守
史。捧读这一封封墨迹长存、余温犹在
的红色家书，就是在重温党的历史，真
切感受初心的力量。如果用两个词来
描述，那就是真实和真情——内容真
实，情感真挚，读起来感人肺腑、催人
泪下、发人深省。我们应当积极从百年
党史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做勇于
担当的新时代奋进者，让青春在不懈
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长征是中华民族史和世界军事史
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危亡
中奋起，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一部威武
雄壮的英雄史诗。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集
体撰写的《红色文物中的长征》，用历史
遗存追溯峥嵘岁月，让英雄的赞歌广为
传颂，穿越时光的甬道，一次次响彻神
州；让英雄的伟绩光耀着中华，照亮长
征那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而文物又
堪称历史的“活化石”。长征时期的红
色文物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记忆，
铭刻着革命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那么如何把历
史和文物，特别是红色文物在镜鉴历
史中的作用，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本书
作者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凭借集
体创作上的优势，在查阅了大量相关
史料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时间编排秩
序，以馆藏的几十件长征时期的珍贵
文物为依托，深情讲述红色文物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将红军将士和人民
群众的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也一并
讲述出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

的围追堵截，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
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工农红军怀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崇高理想，以非凡的智慧和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征服崇山峻岭，渡过
大河险滩，穿越沼泽草地，排除千难万
险，打败一切敌人，纵横十余省份，长
驱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革命根据地
陕北。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出低谷，
迎来胜利的曙光。回顾这段历史，作者
满怀对先烈们的敬仰之情，以时而沉
郁、时而欢欣、时而肃穆、时而庄重的
笔触，秉持着“见物、见人、见精神”的
深刻意蕴，通过一件件泛着时代光华
的红色文物，沿着红军当年跋涉过的
路途，追寻着那闪光的历史足迹，并力
求在以点带面中，抚今追昔，奋力书写
出一部恢宏的长征史诗。

这些斑驳的红色文物，是无数革
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
们中有红六军团，途经贵州石阡县打
土豪时分给群众的毯子，彰显出人民
军队与革命群众亲密无间的鱼水情
深。有红军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兴全
之间路线图》，体现出全军将士狭路相
逢智者胜的英雄气概。有长征途中，红

军送给黎平向导的手提风雨灯，昭示
着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代代相传。有红
军强渡乌江时使用的棕绳，有力地表
现了勇士们誓死如归的革命豪情。有
红军一渡赤水时遗留在战场上的手榴
弹，真实地映射出烽火硝烟中战场的
残酷。有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红军发
布的民族政策布告，生动凸显出革命
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可贵品质。
有泸定桥上的铁索链，血泪斑斑地见
证了二十二勇士飞身上索桥，斩关夺
隘所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英雄斗志。
有方志敏烈士撰写的《可爱的中国》
《清贫》手稿，字里行间充盈着浓浓的
家国情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高尚气节。有中共中央为红一、二、四
方面军会合发出的贺电，热烈的贺词
里洋溢着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有
革命领袖接受斯诺采访时戴过的八
角帽，为红星照耀中国增添了最美的
时代注脚……

书中，作者犁开红色文物厚重的
历史肌理，于宣讲革命故事的热切书
写中，全景式的勾勒出一幅雄阔的长
征画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
江西于都拉开战略退却的帷幕。从突

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翻越老山界，到
遵义会议结束四渡赤水出奇兵。从强
攻娄山关、飞渡泸定桥、夺取腊子口，
到爬雪山、过草地、三军将士大会师。
作者在描摹这场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时，除了集中展现出红军领袖们运筹
帷幄的军事才能外；还热情颂扬了陈
树湘、高秀英等一众英雄人物的高贵
品质。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赴汤
蹈火在所不辞，在红军领袖和众多将
士们身上，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伟大的
长征精神。时至今日，他们把家国的利
益看得高于一切，胸怀坚定的理想和
信念，为了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的
拼搏斗志；为了正义的事业取得成功，
紧密团结群众，敢于奋斗的优良品格，
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一件文物一首歌，一词一阙颂英
模。擦拭掉红色文物上的累累沧桑，让
我们铭记历史，不忘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革命中的巨大贡献，在开拓创新中
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于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奋力开创出无愧于祖国
和人民的千秋大业。长征永远在路上，
我们要让长征精神世世代代永远传承
下去。

◎刘小兵

让英雄的伟绩光耀中华大地

红色家书诠释信仰的力量
◎钟芳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秉烛夜读《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

仰》，不由得想起诗圣杜甫的《春望》这首诗。在山河破碎的战乱年月，一封报

平安的传情家书，远远胜过“万金”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家书，是中

国家书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凝聚力、

向心力的体现。它笔笔动情，字字千钧，真挚呈现并诠释着最炽热深沉的家

国情怀。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
矣。”一个人不是顺着本性自然发展就
可以了，还需要配合“修身”的功夫。这
是我读了《大学中庸》的最大的收获。

商汤在盥洗盘上刻着“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真要在一天
自新，那就每天自新，再继续不断自
新。可见，古人已将修身作为每天的必
修课。身为老师，面对的是无限潜力且
可塑性极强的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和
教学技能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
要求，稳固的“修身”功夫更能让人在
面对一切问题时处之泰然。

若要修身，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先正其心”出于《大学》第二章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拜读了傅先生的此书后，
充分体悟到什么是正其心“所谓修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懫，则不得其

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
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一言以蔽之：安于自己的内心，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
遭遇过不公的待遇。所以，特别希望生
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更希望孩子
们将来都是一群公平、公正的社会人。
作为老师，理应以身作则。无论身处何
种角色，都要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来
对待，不应有私心。

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话是：“君子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
诸人。”大意是：君子自己做到某种善
事，然后才去要求别人；自己不做某种
恶事，然后才去责怪别人。作为老师，
我们经常严格要求学生去遵守规则。
身为家长，我们亦会督促孩子去养成
良好习惯。其实，无论规则还是习惯，
潜移默化、以身作则的方式是更容易
让孩子们接受的，也是最有效的。

如果老师在板书的过程中经常出
现错别字，拿什么要求学生认真细致

呢？如果爸爸妈妈随口说脏话，拿什么教
育孩子讲文明呢？所以，“修身”“修己”，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一定要先做
到。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另外，《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
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句
话是说诚实是天地之大道，天地之根
本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原
则。所谓诚之，择善而固之者也。就是
选择最好的同时也是符合道德原则的
那个选项坚持下去。一个人要做到诚
之，要真诚。不仅体现在口头上说说而
已，还要付诸行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对于社会和他人负责。

诚之，不是容易坚持的功夫，它需
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担心各种
利益受损。所以诚之是一种敢于坚持
真理和正义的这种立场。在对待他人
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种诚之、诚恳的
态度，那么在对待个人的态度怎样
呢？慎独。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仍
然能够做到诚之，仍然能够人心一体，
内外一致，言行相顾。《中庸》有云：“行

顾言，言顾行，故君子胡不慥慥尔。”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

也。时下的社会，随处可见文明的现
象。让我们乘着修身之舟，驶向那前
程似锦的未来！从小事做起，从身边
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
为之。

◎刘晓静

修身在正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