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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8■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
余之不足……”7月15日，当读完车耀先烈士
在狱中写给家人的《先说几句》后，中国作家协
会重点扶持项目《红岩家书》编著者之一、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脸上露出激动
的神情。

“这封家书我其实已经读过很多次，有些话
甚至都倒背如流。即便如此，每次我读完这封
家书，内心仍然很激动。”厉华说，“短短200余
字，洋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家国
情怀，和一个革命者对子女的殷殷嘱托。”

借写读后感之机写下家书

1940年，车耀先因“抢米事件”在成都被
捕，先是被押解到重庆，之后又被转移到贵州息

烽监狱。
“也就是在息烽监狱内，国民党特务给每个

‘犯人’发了一套《曾文正公家书》，要求他们每
天必读，而且要写心得。”厉华说，车耀先知道自
己能否出狱难以预料，妻儿一别不知何时再能
团聚，于是乘此机会想给儿女们留点什么，让他
们能得到正确的引导。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车耀先便以要写《曾文
正公家书》读后感为由，向特务要来纸笔，写起
了自传，前文提到的《先说几句》正是这部自传
的序言。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车耀先没能写
完这部自传，但这篇序言却被幸运地留了下来，
它是一个父亲留给子女的希望与寄语。”厉华
说，更令人欣慰的是，车耀先的子女们没有辜负
他的期望，6个子女都严格遵循父亲的教诲长
大。成年后的他们，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为

普通工人。

为后人留下为人处世的朴素理念

厉华说，车耀先写到的“能以‘谦’‘俭’‘劳’
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是其躬身践
行一生的真实写照。

出身贫寒的车耀先在1929年加入共产党
前，曾在川军中担任士兵、司务长、连长、团长等
职，并参加过北伐战争。

“曲折的人生经历，让车耀先深感青年人选
择人生道路的不易。在成为革命者后，他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也相当重视子女的教育。”厉华
说。

“车耀先的子女曾告诉我，父亲经常对他们
说，‘你们不单要读书，还要学会劳动。不然的
话，读了初中右手断了，读了高中左手断了，读
了大学就成了全身残废的人。’这句话让他们记

忆犹新。”厉华说，车耀先在家书中所倡导的
“谦”“俭”“劳”品质，成为车家后人为人处世的
朴素理念。

激励青少年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从1985年参加工作，到2017年办理退
休，32 年间我一直在不断地搜集、挖掘、整
理、研究红岩历史及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我
对革命先烈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厉华说，特
别在此次编著《红岩家书》的过程中，他更是
感受到这些家书作为红岩英烈革命精神传承
的真实载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
实意义。

厉华说，通过阅读《先说几句》，他不仅感受
到车耀先烈士高尚的家国情怀，更意识到党员
领导干部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家人，立家规、树
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
束。

“这些红岩家书无疑是党史学习教育非常
生动、接地气的地方教材，将激励青少年不负青
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厉华说。

车耀先：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

千秋红岩 家国大爱
——重读“红岩家书”（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岩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为追寻红
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重庆日报特推出《千秋红岩 家国大爱——重读“红岩家书”》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

报道从近日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图书《红岩家书》中，选取了蓝蒂裕、王朴、江竹筠等9名红岩英烈，在狱中、就义前写给亲
人、同志的信，邀请烈士后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红岩家书》编著者等进行“重读”，让今天的我们从这些向死而生的绝笔、力透纸
背的寄语中，重温党史，重读初心，坚定信仰，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示儿》虽然只有短短76字，但字字箴言，
像76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我的心里。”7月
17日，红岩英烈蓝蒂裕之子蓝耕荒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动情地说。

1949年10月28日，时年33岁的蓝蒂裕被
杀害于大坪刑场。临刑前，他给只有5岁的儿
子蓝耕荒写下遗诗《示儿》。72年来，蓝耕荒曾
在公开场合无数次朗诵、在人生遇到困难时无
数次默念这首感人肺腑的遗诗。对他而言，诗
中语句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父亲是为了下一代奔波流离”

“你还小，走不动，总要大人背着抱着，怎么
行呢？”

“我走得动，我不要你们背呀！”
1948年11月17日，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

市梁平区）的一条水沟旁，一对父子争执不休。
儿子紧紧抱着父亲大腿，大声哭嚎着。父亲用
力扳开儿子的手，疾步离开。

这对父子就是蓝蒂裕和蓝耕荒。

“这一幕已经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蓝耕
荒介绍，1948年11月，下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
以文和几名党员被捕。情况紧急，组织上要求
蓝蒂裕夫妇立即转移，而蓝蒂裕则坚决要求先
去作应变部署后再走。

当时只有4岁的蓝耕荒不会想到，这次诀
别竟是永别。1948年12月10日，蓝蒂裕不幸
被捕，先被关进梁山县县府大牢，后转至歌乐山
下的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0月28日，蓝蒂
裕被杀害于大坪刑场，时年33岁。

临刑前，蓝蒂裕给蓝耕荒写下遗诗《示儿》，
字字表现了革命者的豪情与无畏，句句表达了
父亲对儿子的厚爱和嘱托。

1960年，蓝耕荒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革命烈士诗抄》上，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他
的遗诗，“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是为了下一代奔
波流离，他的所作所为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

周总理勉励他继承父亲遗志

1961年，蓝耕荒成为解放军某炮兵团有
线通信班的一名战士。从参军的第一天起，他

就牢记父亲的教导，在云贵川高原上摸爬滚
打。

有线通信班的战士非常辛苦，在困难面
前，蓝耕荒没有放弃，凭着优秀表现成为全军
技术标兵。在组织的培养下，他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

蓝耕荒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鼓励。
1964年，蓝耕荒排练了一个名叫《从荒沙中来
的战士》的节目。“这个节目被选送参加昆明军
区业余文艺会演，会演期间，适逢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十一国，归来路过昆明，这
个节目又被选中参加为迎接周总理、陈副总理
举办的文艺晚会演出。”蓝耕荒回忆。

演出前，周恩来、陈毅接见演员，和大家一
一握手。蓝耕荒说，当周总理得知他是重庆渣
滓洞殉难烈士的儿子时，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
了，“他拉着我的手不放，单独和我谈话长达5
分钟，还充满深情地勉励我继承父亲遗志，在部
队好好干，做一个红色接班人。”

当时，蓝耕荒激动得无法形容，回答道：“一
定不辜负总理的期望！”

“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数十年如一日，我从

来没有放松过自己，也不敢放松自己，我时时刻
刻都很明白，放松自己就是辜负了父亲和无数
革命烈士。”蓝耕荒说。

永葆“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1982年，蓝耕荒转业到位于泸州的四川省
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负责学校园林绿化工作。
他和同事们一道，用了3年时间，将校园变得花
香四溢，备受好评。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出差从成都乘飞机返
回泸州，从空中往下看，鳞次栉比的泸州市的大
片房屋中，我们学院的大片绿地特别引人注目，
这让我感到特别欣慰。”蓝耕荒说。

“我和两个妹妹曾经讨论过，我们没有碰
到父亲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我们
怎样才能实现像父亲那样的人生价值？通过
这些年来的实践，我深感坚定信仰、不忘初
心、踏实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不平凡
的人，这也是一种伟大！”蓝耕荒介绍，他们家
三兄妹与配偶6人均为共产党员，党龄都在
45年以上，“在烈士精神鼓舞下，我们兢兢业
业地为党和人民积极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
切力量。”

蓝耕荒说，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变得欣欣
向荣，处处生机盎然，我们还应永葆“变秋天为
春天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蓝蒂裕：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本报记者 刘一叶

“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84岁的王
静是王朴烈士的小妹，现居渝北。7月16日，
她再次读起了三哥王朴给母亲金永华的家书。

红岩英烈王朴，1948年 4月 27日被捕，
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

王静读的家书，正是她的三哥在狱中托人
给母亲金永华带去的口信。它由狱中脱险难友
带出后，由王朴妻子褚群忆述。在王静看来，这
几十个字的口信，内涵丰富而深刻。

书写永远跟党走的不变追求

“三哥在口信中说的‘学校’，指莲华中学，
实指党组织。”王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母
亲和三哥离开她已多年，但三哥在临近生命的
最后时刻，仍坚持心中的信仰，永远跟党走，这

让她深深地敬佩。
史料记载，王朴动员母亲金永华捐资助学，

先后创办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
学，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同时，他与其母遵照
党组织的决定，陆续变卖千亩田产，以重庆南华
企业公司为掩护，为川东地下党提供了大量的
活动经费。

1949年10月，12岁的王静发现，家里原本
热热闹闹的大院变得冷冷清清。后来，她被母
亲安排在莲华中学就读，而三哥王朴，她已经整
整18个月没有见过了。彼时的王静还不知道，
她的三哥已于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
刑场。

“在生与死面前，他永不叛党，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死，这是信仰的力量，他坚信只有共产党
才能挽救危难中的中国。”王静说，在生命的最
后，三哥用生命捍卫了信仰，甚至他在带给妻子

的口信中，也称要将孩子取名为“继志”，期望孩
子继承自己的革命遗志。

见证一家人对党的无私奉献

“得知哥哥被害于大坪后，妈妈在人前竟忍
住没有流过一滴泪。”王静表示，她将家中子女
托付他人，自己坚定地将王朴创办的学校继续
办下去。

解放后，当重庆市政府的同志带着银行的
2000两黄金存票，到金永华家中去归还当年的借
款时，金永华却没有收，而是将之交给了国家。

1989年，金永华在给江北县委的遗函中写
道：王朴于我亦子亦师，他不恤殒身，以碧血丹
心完成了对我的党的主义的启蒙，筑起了我精
神的支柱。党通过王朴使我兴办莲华(中学)，
莲华又教育了我及我一家，使我终于能跨越历
史局限步步追随党的事业。

将哥哥和母亲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王静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1950年，她
进入重庆歌舞团（当时名为重庆市委文工团），
历任该团演员、副团长，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主
席、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王静主演的小舞剧《放裴》曾在莫斯科青年
联欢节上捧回了国际艺术银质奖章，自编自演
女子独舞《白鳝仙子》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
出。面对这些成绩，王静表示：“是哥哥和母亲
留下的精神财富一直激励我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30年前，在庆祝建党70周
年之际，重庆电视台拍摄了电视短剧《歌乐忠
魂》。其中，《赤诚》一集就是反映王朴母子对革
命事业的忠诚与坚贞，当时担任重庆市歌舞团
副团长的王静受邀扮演她的母亲金永华。

王静说，“参演《赤诚》，我更是想将哥哥王朴
烈士和母亲金永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

血沃中华的先烈，人民不会忘记。“我和我
们的下一代，都会坚定地跟在三哥后面走下
去。”王静说道。

王朴：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本报记者 黄琪奥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1946年8月18日，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内，面对
前来督促自己“前往”南京的狱警，监狱内的男
子立刻从一本俄文书上撕下一页，写下一段文
字。

这名男子就是重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罗世文。

“每当看到这页俄文书的扉页，我就会不由
自主地联想起罗世文烈士写下这封书信时的情
景，内心充满了感动。”7月24日，在歌乐山“高
扬旗帜济苍生——罗世文、车耀先事迹展”现
场，指着橱窗内的俄文书扉页，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
兰对记者说。

留下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

1940年3月14日，由军统特务头目康泽等
人策划的成都“抢米事件”爆发，导致整个四川
省的革命活动陷入低潮。作为当时四川地区的
革命领导人，罗世文于3月18日被捕，辗转关押
于重庆望龙门、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等监狱。

“从1940年3月被捕，到1946年被秘密杀
害。在此期间，作为一位革命者，罗世文从未放
弃自己的立场。”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
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

在监狱里，罗世文不仅秘密给同监房的同
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还曾在监狱创办的杂
志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
在息烽监狱之时，他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
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团结和领导

革命同志开展斗争。
在这封遗信中，罗世文也对自己的后事进

行了妥善安排。信中所说的老宋指的就是“小
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而其中所写的一万元则
是罗世文多年的积蓄，也是他最后一次上缴的
党费。整封遗信虽只有寥寥数语，却展现出一
位革命者的人生态度和革命信念。

立足本职工作，传承烈士精神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曾多次前往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歌乐山松林坡遗址群等地，还有
幸见过《罗世文传》的作者之一郭久麟，听他分
享了不少罗世文烈士的事迹。”谢兰说，在这些
事迹中，最让她感动的就是罗世文烈士在临刑
前道出的遗憾。

“郭久麟在撰写《罗世文传》时，曾经采访

过罗世文的妻子王南墅。王南墅告诉郭久麟，
罗世文是一名孝子，但由于革命工作繁忙，他
很少回家看望母亲。由于长期见不到儿子，他
母亲就经常对着门口的大路叫，‘自元（罗世文
小名），你还不回来呀！’哭了又叫，叫了又
哭。”

即便如此，罗世文依然把革命工作放在第
一位，甚至在写下遗信时，也把自己辛苦攒下的
一万元捐出。唯有当临刑之前，特务问他有什
么遗憾时，他才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给母
亲买一副棺材。

“无钱为母亲买棺材，奉资万元做党费。了
解了这段事迹后，再度重读这封遗信，更加深了
我对罗世文烈士的敬意。”谢兰说，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今后，她除了会利用工作机会，给身边
的群众讲述罗世文等革命先烈的事迹之外，还
将传承烈士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本职工
作，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一枝
一叶总关情”成为敬民亲民、爱民惠民的生动实
践和具体表现。

罗世文：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编
者
按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示儿

读信人蓝耕荒（蓝蒂裕之子）：
字字箴言，像76颗钉子一样，牢牢

地钉在我的心里。

娘：
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

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
校。

小群：
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

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

在狱中带给母亲和妻子的信

读信人王静（王朴之妹）：我和我
们的下一代，都会坚定地跟在三哥后

面走下去。

先说几句（节选）

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
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
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
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

“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
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
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
矣。夫复何恨哉？！

读信人厉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原馆长）：短短200余字，洋溢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家国情怀。

临刑前给党的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
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
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读信人谢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无钱为母亲买棺材，奉资万元做党费。

重读这封遗信，更加深了
我对罗世文烈士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