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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俊

小时候，我们家每年冬至都要凑在一起，围
炉夜话。大家围着一只大火炉，边聊天边在炉火
上烤食各种美味，就跟除夕夜守岁一样，特别温
馨。这时，祖父总会讲述一些我家的家风故事。

在祖父看来，一种好品格才算得上是家
风。祖父总是教育我们，遇事保持乐观，心愿总
有一天会达成。冬至夜话跟除夕守岁的氛围不
同，冬至夜话主要是总结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除
夕守岁主要是展望美好的未来。

父亲首先开口了：“今年我跑了一趟东北，
最后灰溜溜地回来了，一分钱也没挣着。”祖父
道：“怎么能说灰溜溜呢？没做成事也不能丧
气，更不能丢了志气。没挣着钱不要紧，挣到了
经验和教训也行。”父亲听了说：“爸，您这话说对
了，现在我心里有底了，明年我还打算去试试。”
祖父是这场冬至夜话的主导者，把控着大家谈
论的话题，也把控着谈话的基调，几句话就把父
亲说得斗志昂扬。

围炉夜话气氛热闹起来。二叔说：“今年我
流年不顺，麦子玉米没种好，想种点西瓜试试，结
果西瓜的销路没打探好，又赔了。”二叔的话让大
家都沉默了，只听祖父说：“没有啥流年不顺，你的
心顺了，干啥都是顺的！”二叔听了后，低头不语。
祖父继续说：“你们还记得吗，那年夏天连阴雨，咱
家的土坯房塌了。一家人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想
尽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建了新房子。邻居们都
说，老马家的房子这么快就盖起来了。还有那年
大旱，青黄不接时，饭吃都吃不饱。我带着你们
去城里找活干，终于过了那一关。”

祖父这样一说，大家纷纷讲起那些年经历
的种种不易，最后又战胜了困难。祖父说：“没
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像今天的冬至夜一样，
虽然是黑夜最长的一天，但慢慢熬，熬着熬着天
就亮了。天亮了，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咱也一
样，遇事不灰心，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

祖父就是要告诉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乐
观。他借冬至夜给我们讲寒夜尽头是光明的道
理。年年冬至，岁岁夜话，我们家族的人牢牢记
住了遇事乐观的道理。遇到难事，我们会怀着
对光明的憧憬，迎接黎明，家风因此代代传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
国，才有富的家……”每当彭祥华哼起这首
耳熟能详的歌曲时，他的内心总会有一种说
不出的自豪。

“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让我有机会参与了
这么多重点工程的建设，在实现自己人生理
想的同时，也拥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能
获此殊荣，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激励与鞭
策。”荣获2021年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的彭祥华，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
访时说。

追梦

在彭祥华的心中，对家的意义有着更深
的理解。

“我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在我很小
时，我不太理解父亲的工作，只觉得他每次
出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回来，很少有时间
待在家里，更多是母亲的陪伴与教育。”彭祥
华告诉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明白
了父亲的工作性质，也理解了母亲总说的一
句话：有国才有家，能为国家做一点有意义
的事，也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家。

母 亲 的 话 让 彭 祥 华 明 白 了 许 多。
1994年7月，彭祥华放下了手中的生意，接
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中铁二局的一名职

工。后来，他被分配到隧道工程组做木工。
带着母亲的嘱托，彭祥华勤学好问，逐渐掌
握了许多先进工艺，被推选为木工班班长。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会研究爆破技
术，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爆破，觉得很
有趣。”彭祥华回想起自己最初接触爆破技
术时，是1997年参加山西省朔黄铁路建设
时，他了解到爆破技术的重要性后，对爆破
知识如饥似渴，他潜心钻研《实用爆破技
术》，用了十年时间，他在一个个国家重点工
程的历练下，从一名木工成长为隧道爆破领
域的专家。

在他近三十年的爆破工作中，令他最难
忘的是1998年，修建朔黄铁路时，在一个隧
道进行爆破，发现隧道有很多小沙粒落下
来，凭借自己的经验，他判断到很有可能会
塌方，他马上通知大家迅速撤离，几分钟后，
隧道塌方，没有一人受伤。

对于一名爆破专家来说，危险始终都存
在，但每完成一次爆破工作，都很有成就
感。尤其是看到隧道贯通、阳光照进来的那
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值了。所以不管遇到什
么样的问题，彭祥华都在心里鼓励自己一定
要打通隧道。

正是有着这样一种求索、拼搏的精神，
在修建青藏铁路时，彭祥华成功解决了冻土
条件下的爆破这一世界级爆破难题。修建
川藏铁路时，他又成功解决了软岩变形、隧
道涌水等巨大施工难题，并提前8个多月完

成工期，节省资金约2000万元。
彭祥华先后获得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

会“火车头奖章”“中国中铁十大专家型工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被评
选为“大国工匠”。

如今，彭祥华在青岛地铁建设一线奔波
着，攻坚克难，努力攻破“光面爆破”这一重
大爆破施工技术难题。

相守

“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了，想起来日子过得
真快，我是看着他半路出家，凭借自己的努
力，一步步成长为负责实施铁路建设中高风
险的爆破高手。”彭祥华的妻子陈进琼说起自
己的丈夫时，脸上洋溢着自豪幸福的笑容。

陈进琼回忆道，1994年，他们新婚没有
多久，彭祥华就去福建施工，那时候她已有
身孕，“其实最早不懂爆破工作的危险性，只
是觉得丈夫喜欢就要无条件支持。”为了让
丈夫在外面安心工作，她时常告诉丈夫家里
的事不用他操心。

2015年，彭祥华参建川藏铁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拉林铁路，要去青藏高原工作一段时
间。“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心里有些担心，因
为他已年近五十，怕他有高原反应，我就主
动要求陪他去高原，照顾他，帮他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陈进琼说。在高原工作期间，气
候严寒，白天丈夫在隧道忙于工作，晚上回

来陪他看看夜空的星星，尽管条件艰苦，气候
恶劣，但在他俩心中，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2009年，彭祥华的父亲身患肿瘤，陈进
琼毫无怨言地精心照顾着患病的公公。为
了能够让彭祥华在工地安心工作，每次打电
话回来，她都是报喜不报忧，让丈夫放心。

“我们都是普通人，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
工人家庭中的一员。千万个普通人共同努
力，就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陈进
琼说。

传承

彭祥华的儿子彭金昌谈起对父母亲的
印象时，他告诉记者，印象中的父母亲都不
太善于言辞，他们对自己更多的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影响。

“其实，我小时候不是特别理解父亲的
工作，只知道他总不在家，在全国各地修路、
架桥、打隧道。有时从电视上看到哪里的路
修通了，哪里的铁路通车了，爷爷奶奶就会
告诉我，这条路有父亲的参与，那时，我才会
为父亲感到自豪。就这样，我也萌生了长大
后要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想法。”说起自
己的父亲，彭金昌满是对父亲精益求精、踏
实肯干的敬佩之情。

“记得一年暑假，到父亲所在的工地去
玩，有一天晚上停电了，父亲很晚才从隧道
回来，他洗了把脸，就打着手电筒，在本子上
写写算算。我望着父亲的背影问他，‘爸，下
班了也不休息，还在做什么？’父亲告诉我，
是在计算第二天隧道爆破需要的炸药、雷管
用量，还有打孔的深度与间距等一些数据。
我说，‘隧道里面天天都在爆破，用之前的数
据不就可以了？’只见他一下子就变了脸色，
说，‘每一次的岩层不一样，开挖的长度不一
样，都要经过严格验算，不然轻则爆破效果
不好，重则发生事故，影响施工人员的安
全。’”彭金昌说，通过这件事，让他深深懂得
父亲严谨背后背负的重大责任，也暗自下决
心要以父亲为榜样。

2016年，彭金昌大学毕业，带着对父亲
的敬佩，也成为一名中铁二局二公司的员
工。工作五年，彭金昌先后参加了川藏铁
路、贵南高铁，以及“一带一路”上磨万铁路
的建设。

“工作上的苦和累都不足以言说，曾经
和父亲一起共同奋战在青岛地铁建设一线，
我也像父亲一样精益求精，力求把每一件小
事做好，在平凡的岗位做到不平凡。只有将
自己融入到祖国建设的事业中，将家庭融入
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们每个家庭都付出
一点点，我们祖国就会更加繁荣昌盛。”彭金
昌说。

■ 张萌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北京举行。91岁的顾诵芬获得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顾诵芬是新中国飞机设
计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飞机空气动
力学研究的开拓者，作为我国第一代战机的
主要设计者，第二代战机研发的领军者，第
三代战机核心关键技术研究的引领者，舰载
机研发的推动者，第四代战机研制的探索
者，他在海内外声望极高。他的父亲顾廷龙
是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
上海图书馆原馆长。他们父子在各自领域
成就卓著，而父亲对顾诵芬立德立行的家风
垂范，更成佳话。

在父亲的关注中梦想起航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苏州的
名门望族：顾氏家族。父亲顾廷龙是国学大
家，母亲潘承圭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他
的名字取自于西晋文学家陆机《文赋》“咏世
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生在这样的书香
之家，小诵芬的爱好却有些与众不同：机械工
艺。

1935年，父亲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全
家迁居北平，住在燕京大学附近。两年后“七
七事变”，日寇全面进攻华北。

“我记得很清楚，7月28日那天，日军轰
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我们家上空飞
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时隔多
年，顾诵芬对那一幕仍记忆深刻，“二十九军
的驻地距离我家最多不到两千米，爆炸所产
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
击波震得粉碎。”第一次见真飞机，就在如此

“国难当头”之际，给7岁的顾诵芬幼小心灵
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他从小就喜欢鼓捣一些车船枪炮，父亲
也曾培养顾诵芬的文史功底，但从没干涉过
儿子对理工制造的热爱。10岁那年，家人送

了他一个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走哪儿带哪
儿，没过多久模型坏了，小诵芬很沮丧。父亲
见他如此喜爱飞机，就带他去上海的进口航
模商店，又买了一个一米多的大航模。还送
给他一套《小学生文库》，里面也涉及怎么做
航模的内容。看着教程，顾诵芬忍不住自己
动手做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我小时候喜欢航模，可许多材料很贵，
家里没什么钱。我从《小学生文库》里看到，
竹条也可以替代。当时没有快干胶，就自己
配制。办法，要自己想。”顾诵芬回忆。他的
航空梦想也就此起航。

做事不能“拆烂污”

遵从热爱，集中精力，刻苦钻研，是顾氏
父子的共同点。顾老先生最有研究的不只是
广为人知的图书馆学、版本目录学和书法艺
术，而是古文字学。顾诵芬说：“父亲在燕京
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论文就是《说文废字废义
考》，那时是研究文字学的。在家也说起过，
如果不搞图书馆，他在文字学上肯定还有很
大成就。”

“我受父亲的教育，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做
什么事情不能‘拆烂污’。”“拆烂污”是上海
话，意为苟且马虎、不负责任。

“七七事变”后，战火中，江南一带文物古
籍流散，日美等国多方掠夺搜罗。叶景葵、张
元济等为此倡办上海合众图书馆，特邀顾廷
龙南来主持此事，他毅然举家南迁，出任总干
事。对于一同南下的儿子顾诵芬，这是最大
的言传身教。

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长乐路的新址，顾廷
龙平生第一次当起建筑设计师。他从图书馆
的角度，一丝不苟，不断完善改进方案。房子
造好后，运营维护、精心保管书籍，曾多次找
化工方面的专家请教灭虫方法。图书馆两层
楼近百扇窗户，父子俩经常一起开窗通风，拉
起窗帘防晒。新中国成立之前，顾廷龙冒着
生命危险，收集和保护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

宣传共产党的珍贵资料。
在父亲的影响下，顾诵芬从小到大经历

的许多事，都看得见父亲的影子。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

一年，21岁的顾诵芬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
程系毕业后分配到新成立的航空工业局，从
此便将自己的一生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紧紧
联系在了一起。

1963年，顾诵芬提出了设计一款新型
歼击机的报告，并得以批准。这就是歼-8
项目，是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高空高速
歼击机。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
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
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
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1969
年7月5日，歼-8飞机成功实现首飞，也正
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

机的历史。
在试飞时，出现了强烈的跨声速抖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瞒着家人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乘坐试飞员驾驶的教练机上
天，近距离观察飞机的振动情况。

在弄清了产生振动的原因后，顾诵芬提
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方法解决问题，并
亲自做了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他与工厂工
人师傅一起改装，经试飞证明此法非常有效，
彻底排除了跨声速抖振现象。

“不能拆烂污”，顾诵芬一生都是这样，没
有什么事情做一半扔掉，要做就要坚持到底。

多读书 靠自己

和许多父亲不同，顾廷龙平时并不会对
顾诵芬过多干涉，只告诉他无论干什么事情，
读书很重要，什么事情都要学会自己干。

“父亲要管的，一是写字，从小要求我描
红。另外是要求我阅读经典之作，如《水浒
传》《三国演义》等。小学寒暑假，父亲会督促
我看《纲鉴易知录》，以对我国的历史有所了
解。他主张我要独立自主学习。”

父亲培养顾诵芬的读书习惯，让他一生
受益。读中学时，学到三角，顾诵芬在合众
图书馆里发现了徐光启翻译的三角原著。
读大学时，他发现馆藏的一套大学丛书，“这
正是大学一二年级基础课可以借鉴的好参
考书。”还有一本《水利工程计算手册》，让正
学材料力学的顾诵芬查到了大量所需的原
始数据……

工作后，顾诵芬参与建飞机设计室，资
料奇缺。“当时我们学的都是英美上世纪40
年代的教科书，而且都是螺旋桨飞机。搞喷
气式飞机，你得自己学，最终都要靠自己
干。”

“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
一件事。”是父亲对顾诵芬最大的期许。

（资料来源：《江南名门 世德清芬》《父亲
顾廷龙家风垂教》等）

■ 彭辰阳

父亲是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和淮
海、渡江两大战役的老兵。在整理
他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1948年他
在淮海战役中的入党志愿书、解放
军臂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纪念
章、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巾
……入党志愿书纸质已泛黄变脆，
只比巴掌大，表格是手绘的。支部
介绍人意见栏内“战斗勇敢”四个字
清晰可见，还有部队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同意入党，候补期三个月”的
签字和红印章，背面有入党介绍人
3 个月后向上级党组织出具的“我
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大家同意该同志
转为正式党员”的证明。

父亲1946年参军，他的复员证
上显示参加战斗70余次，负过伤立
过功，当过班长，代理过排长，1953
年复员回乡务农。

父亲在世时，对我们讲得最多
的就是，“我们家祖辈不识字，是共
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打下江山，劳动
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你们兄弟姐
妹才能读书，有的还成为国家干
部。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党的恩情，
不要忘记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艰
苦奋斗，永葆劳动人民本色。当上
国家干部的要永远眼不贪、嘴不馋、
手不伸，当老百姓的也要守本分，堂
堂正正做人。”父亲去世后，我们子
女的挽联是：“投身军旅战淮海渡长
江九死一生不居功，复员回乡当农
民务桑麻永葆本色传家风。”

父亲的入党志愿书为什么那么
小又在他本人身上？我们后来找到
他健在的老战友得知，战争年代，物
资匮乏，找一张纸十分困难；战争中
保管资料的党员干部随时有可能牺
牲或资料遗失，自身携带，随时可以
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过组
织生活；最主要是火线入党，志愿书
还没来得及交给连队，就又投入了
战斗……我们党从诞生到建立新中
国，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抛头
颅洒热血，他们的革命理想高于天！

重回战斗过的地方，是父亲的遗愿。2015
年，我专程到徐州参观瞻仰淮海战役纪念馆和
纪念塔，目睹一件件实物、一幅幅浮雕，我仿佛
又看到了当年老百姓车轮滚滚支援前线，人民
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场景，又听到了攻打碾庄圩
的炮声、聚歼敌人于双堆集的呐喊……再一次
震撼我的心灵。

近日，我又取出父亲的入党志愿书展示给
亲友和儿孙们，讲述2015年到徐州参观的所见
所闻，唤起了更多红色记忆。尘封了73年的入
党志愿书仿佛在静静地向人们讲述那一场场惨
烈无比的战争，再次让更多的人看到党带领中
国人民经过血与火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中
国的不易。父亲73年前的入党志愿书，永远是
我们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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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祥华的父亲是我国第

一代铁路人，参与了被联合

国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

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成昆铁路的修建。彭祥华是

中铁二局赫赫有名的开路先

锋，负责实施铁路建设中高

风险的爆破工程。如今，他

身体力行地将这种“铁路精

神”传递给了儿子，儿子大学

毕业后，也成为了铁路工地

上的一名员工——

最美家庭家庭

家风故事故事

红色家风家风

我说家风家风

彭祥华（左一）一家和母亲在一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