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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家风好" 则族
风好# 民风好# 国风好!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建立和倡导的向上# 向好# 向善的家庭
风气 " 让家庭成为涵养美德 # 陶冶情操的
$心灵归宿%!

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多年来一直与许多
革命烈士家属# 后代保持着长期联系" 据馆
方负责人介绍" 革命烈士家属和后代的身份
带给他们定其家# 正其身的红色家风" 让他
们始终牢记清白做人# 专心做事! 他们和普
通老百姓一样生活# 工作着" 在潜移默化间
带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烈士之血凝成的红色家风

本报记者 卫中

父亲牺牲时我才五岁!

日记是我与他跨越时空的唯一对话

钱一呈

我父亲钱相摩烈士牺牲已经 !"

年了" 他生前写下的五十多万字的日
记" 是他留给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
产! 日记真实地记述了他在党的教育
培养下" 从一名普通的青年知识分子
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
路历程" 翔实记载了他为党的事业战
斗的日日夜夜" 尽忠尽瘁为人民" 为
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奋斗不息" 直至
献身革命的壮丽人生!

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敌人的
营垒中 " 信仰坚定 " 对党忠诚始终
是贯穿在父亲日记中的一条主线 !

#"$% 年 &' 月 (' 日是他入党一周
年的日子"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
刚一年" 为我新生命的诞辰" 我带着
严正而又欢快的情绪来庆祝我的节
日" 我要以力量# 忠心" 当作礼物送
给蒂和母亲 " 表达我天真的谢意 ! %

' $蒂 % 在这儿代表党组织负责人 "

$母亲 % 指党 " $新生命 % 指入党 (!

在另一篇日记中" 他写道& $胜利愈
来愈近了 " 内心的幸福简直无法描
绘" 像一个离开母亲已久的孩子骤然
听到近处母亲说话声音似的" 既熟悉
又亲热" 眼巴巴希望马上就能看到母

亲! 同时我也感到愧赧" 我的学业不
够长进" 没有好的成绩来安慰母亲%!

$我仍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 她忠
于母亲以及母亲的教训" 期间虽经过
千变万化" 百般的引诱" 她只有比过
去更坚定 # 更忠贞 %! 父亲对党的那
份真挚的赤子之情 " 仿佛有透纸之
力" 流露在字里行间" 令人感动" 使
人难忘!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 父亲孤
身一人战斗在敌后" 身边没有组织和
领导" 也没有任何亲人! 只有一个政
治交通员来往于他和苏北之间" 传送
着指示 # 经费和情报 " 有时形势一
紧" 会很长时间没有音讯! 艰险的环
境# 紧张孤独的生活" 无时不在考验
着父亲的意志! 对此" 父亲在日记里
写道& $尽管生活过得艰苦" 环境予
我寂寞" 根本都不值得考虑" 乃至畏
难而退缩 !% $艰苦带来了考验 " 尽
管上级党组织没有任何指示 '迎接新
形势新胜利( 与经济上的津贴" 我绝
不怨天尤人 !% $不苟且偷生))站
稳人民立场 " 作出全部事业的新决
定 !% 由于 $没有好的环境 " 适当的
营养调适 %" 以至父亲 $高度寒热将
近一周))食量亦锐减" 面色格外苍
白" 其他的血痔# 肾囊风))百病俱
发" 住院诊治非我敢问津" 即普通治
疗 " 亦惘惘然而却步 !% 每当看到父
亲在日记中写到的病况" 常常使我潸
然泪下 ! 尽管如此 " 他在日记中写
道& $仍不敢后退" 无时无刻不想着
我的职责 %! $每当想到前途的昭示
的时候 " 我又悄悄地在梦中笑了 % !

他以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与疾病和困
苦作斗争" 顽强而坚韧地战斗着!

父亲把日记视为鞭策自己# 激励
自己# 加强自身修养的 $一面镜子%"

是可以倾心交流的 $老友 %" 不论环
境多么险恶" 他始终坚持不懈" 从未
中断!

&")" 年 ) 月底" 上海解放在即*

而敌人的疯狂也达到顶峰! 父亲一方
面怀着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激动" 但
也深知当时形势的空前严峻" 日记如
果被敌人得到" 也许会根据蛛丝马迹
的线索牵连到其他同志 ! ) 月 (! 日
早晨" 我父亲写下了他被捕牺牲前的
最后一篇日记 & $(+ 日晚大逮捕开
始" 各大学被捕同学很多" 现除根据
其黑名单外" 根本毫无法律条文堪资
遵循! 同时 (, 日突击检查开始 " 表
面为疏散居民" 实则为逮捕我方 *潜

伏分子 +! 最易引起敌特注意的 " 首
为日记# 文件! 我为顾全整体" 避免
因小失大" 就此忍痛暂告中止" 让我这
一直伴随在身边的老友再度埋伏" 我坚
信我们再见的日子将不太远!% '这儿
的 $老友% 指日记(

父亲对迎接胜利充满信心" 然而
不幸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由于叛
徒的出卖" 父亲被捕了! 实际上" 父
亲很早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旦被捕后
所将采取的态度& $万一不幸" 亦须
换得适当的代价 " 既为了爱惜新生
命" 就得构成历史上的有利环境" 帮
助他永生下去! 死" 对我已经是不足
可怕的东西 !% 对父亲来说 " 早已下
好了为人民奉献生命的决心!

在狱中" 父亲践行了他的决心和
意志" 在酷刑折磨下咬紧牙关" 始终
没有供出其他同志 " 坚守了党的秘
密 " 保护了他亲手建立的地下情报
网 ! 敌人一无所获 " 最终恼羞成怒 "

于 &")" 年 + 月 (& 日上海解放前夕
杀害了父亲!

我是读着父亲的日记长大的" 他
告诉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成了我人
生的一把标尺和指南! 父亲离家 '苏
北解放区 ( 奔赴敌后时 " 我刚三岁 "

他牺牲时我才五岁" 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 " 父亲只是一个模糊而又陌生的
$概念%" 是父亲的日记使我走近了父
亲" 了解了他" 聆听到他的教诲" 走
上继承他未竟事业的道路" 成为了和
他一样的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 " 经历的丰富 "

对父亲日记的理解也越加深刻! 特别
是后来 " 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冲击 "

在那些倍感委屈和挫折的日子里" 我
常常想到父亲在日记中表达出的坚强
和对信念的执着" 鼓励和支持我正确
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 不抱怨不泄
气" 做好自己应做的每一件事! 父亲
能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遭受点
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 父亲是光荣
的" 作为一名烈士的后代" 这份光荣
更多的是对他事业继承的义务和责
任! 父亲英勇牺牲的事迹" 时刻约束
着我的行动和思想" 决不能做任何对
不起党的事业和父亲荣誉的事情!

日记中的年代已远离我们而去 "

壮烈残酷的斗争 " 亲人牺牲的痛苦 "

也多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 但我
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幸福的今天# 美好
的未来都是那个年代孕育出来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家认准了跟着
党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现年 !" 岁的顾正义是 !公交三烈

士" 之一的顾伯康的儿子# 谈及烈士

后代这个身份对他的影响 # 他说 $

!父亲虽然牺牲# 但他的精神影响了我

一生%"

顾伯康烈士牺牲前是上海公交公

司员工福利会理事% #$%$ 年初# 上海

公交职工开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 #

而顾伯康所在的枫林桥营业所是当时

斗争的第一线% 此时# 国民党军队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锐利的攻势下节节败

退# 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国民党当

局对上海公交职工开展的斗争行为非

常恼火# 顾伯康对面临的危险已经有

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他在离开家乡回

到上海继续开展斗争前 # 对妻子说 $

!我们公交工人最近与反动派的斗争很

激烈# 听说解放军就要解放上海# 天

就要亮了% 我这次回去# 可能有杀头

坐牢的危险# 一旦不幸# 你带好孩子#

好好度日# 如不行# 可以改嫁%" 妻子

听他这样说# 苦苦哀求他不要走# 顾

伯康只好谎称回公司取铺盖行李# 谁

知一别竟成永诀% #$%$ 年 & 月 #! 日#

顾伯康与其他参与行动的同事被杀害

于江湾刑场%

当时的顾正义只有 ' 岁# 正是懵

懂无知的年龄# 父亲的离去给家庭带

来的变故和影响# 是他在成长过程中

一点一滴知道的% 让他最为敬佩的是

母亲# 父亲牺牲时母亲只有 &$ 岁# 但

为了抚养好自己# 终其一生母亲也没

有改嫁% 年幼的顾正义已经开始从母

亲身上感受到一种作为烈士家属的独

特骄傲 % 小时候 # 母亲经常对他说 $

!是共产党造就了你# 你长大后要继承

父亲的遗志%" 可以说# 最初的作为烈

士家属的家风就是从顾正义的母亲开

始形成的%

读大学的时候# 顾正义选择了从

医这条道路% 从 &" 岁大学毕业一直到

'" 岁退休# 从祖国的大西北山区# 到

后来回到上海# 顾正义面对每一个病

人 # 都尽心尽力为他们治疗 % 他说 $

!医术是一种仁术# 虽然我不用像父亲

那样牺牲生命# 但我的医术是党给的#

是继承了父亲的革命遗志# 我必须兢

兢业业当一名好医生# 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 作为革命烈士家后代的

红色家风# 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鞭

策着顾正义始终严于律己% 他不无自

豪地表示$ !我现在退休了# 可以问

心无愧地说# 行医几十年# 没有收过

任何好处% 这是我作为烈士子弟对父

亲的革命精神的坚持# 也是我作为共

产党员的基本操守%"

顾正义家庭的红色家风# 也传递

到了下一辈人# 他的儿子留学日本后

也放弃留在国外的机会# 回来为国效

力% 顾正义要求下一代& 下下一代永

远记住# 世世代代继承烈士遗志# 他

反复说$ !我们作为烈士子弟没有为

党和国家作什么贡献# 只是个平平凡

凡的家庭 # 但认准了一直跟着党走 #

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理%"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
父亲的血!母亲的泪

上海市革命老战士后代联谊会浦

东分会副会长沈平的外公# 是领导了

著名的泥城暴动的沈千祥 % 沈千祥

#$&( 年 ' 月在上海法学院读书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 同年底受党的委派秘密

回乡组建中共南汇县委# 同时在泥城

地区# 以泥城小学校长的身份秘密开

展革命活动%

#$)* 年 ( 月沈千祥领导泥城暴

动# 在火红的浦东泥城大地上第一次

升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暴动失败

后 # 沈千祥任中共松浦特委巡视员 &

松江县委书记 # #$)* 年 #& 月在松江

县亭林被捕# #$)# 年 & 月在江苏省镇

江被害%

在沈千祥牺牲前# 已经把革命的

血液融入了这个家庭% 沈千祥的儿子

沈肖方在抗战时期# 带领游击队开展

长期的敌后斗争% 女儿沈佩芳抗战后

期参加革命 # #$%! 年 ) 月 ( 日入党 %

由于当时的入党介绍人后来牺牲了 #

资料遗失无法证明 # 只能按照 #$"&

年重新入党的时间计算党龄% 沈佩芳

考虑到有很多老首长& 老同志可以为

自己作证# 就和哥哥沈肖方商量# 打

算和组织上申请把自己的入党时间改

到 #$%! 年 # 结果被哥哥沈肖方批评

了一顿# 说$ !为革命工作做了一点

点事 # 就伸手向党和组织要这要那 '

今后这事不要说了# 想想共和国的旗

帜上有父亲的血& 母亲的泪# 你会想

通的%"

沈平说$ !当年的革命战地# 现

已成为开发开放的热土# 我虽然没能赶

上跟随中国共产党抛头颅& 洒热血的那

个年代# 但有责任一定要努力记录下那

些革命先辈激情燃烧的岁月%" 牢记革

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的理

念# 已经深深融入沈平的家风%

!一家仁 # 一国兴仁 ( 一家让 #

一国兴让"# 千千万万家庭培养传承好

家风# 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良好风气%

杨杰的祖父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 也是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 %

他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由党组织安排

去日本# 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翻译

工作# 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教育

理论作出杰出贡献% #$)# 年# 杨贤江

在日本逝世%

作为一个革命烈士后代# 杨杰从

小就被父母亲告诫要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 要努力学习和工作# 不要对别

人说自己是烈士后代% 杨杰当过工人&

做过公司职员# 现在从事统计方面的

工作# 一路上走来主要靠自己# 单位

领导及周围人都不知道他是烈士的后

代# 他也没有靠烈士后代的身份向党

组织索取过什么好处% !我们本来就

是普通人# 是老百姓% 只有认认真真

做事& 做人才是本分# 这就是我们家

的家风%" 杨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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