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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不成，何以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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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红色家书，牢记初心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无数仁

人志士告别父母，远离亲人，走向战场。一个个有情有义的
英雄儿女将对母亲的感恩、思念与爱付诸笔端，写成一封封
感人至深的“红色家书”，记录下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革命事
迹，讲述人间大爱，传递革命大义，这是革命先辈们留给我

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母亲节到来之

际，《家周刊》特别推出“革命先烈给母亲的红色家书”专版，
和读者共同感受革命先烈们的赤胆柔情、豪情壮志、理想信
念与家国情怀，从中汲取营养，感受信仰的力量，牢记初心
使命，传承红色家风。

跨越时空写就赤胆与忠魂跨越时空写就赤胆与忠魂
——革命先烈给母亲的红色家书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左权、黄继光、刘中新、许英……发黄
的信笺从厚重的历史走来，带着对祖国、
对人民、对家人那份深沉壮烈的爱，发自
肺腑，感人至深。这一封封革命先烈写给
母亲的信，饱含着青春与热血的力量，字
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执
着追求与炽热的家国情怀。

左权：“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

母亲：
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

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
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
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
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
史的。

我军在西北的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
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
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
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
苦，共生死……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八路
军高级将领左权在1937年12月3日给母
亲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严峻的抗日战争
形势，表达了誓死抗日的决心。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
省醴陵市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幼年丧父，苦难的环境，赋予他坚贞
不屈的革命意志。19岁离家参加革命
后，再没回家乡，他把对祖国的热爱，对家
乡亲人的思念化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气
概。1942年，敌人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左权率军突
围，不幸牺牲，时年37岁。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家
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丁感慨道，左权的
一生虽然短暂，但他英勇无畏、舍生取义
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为后人留下了鲜活
生动的家书。捧读这些红色家书，我们可
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我们必须保
护好这些财富，传承其精神遗产。

如今，左权县、左权路、左权将军纪念
碑、左权红军小学……无不表达人民对先
烈左权的无限缅怀。

黄继光：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
不立功不下战场

母亲大人：
男於阳历 10 月 26 日接到来信，知道

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然有少些困难，
请母亲不要忧愁，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
下，过着牛马奴隶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
难是能够度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
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
子还在后头呢！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

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中人
等幸福日子，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
务，不立功不下战场……

1952年4月，黄继光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深深表达了自己
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

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
县石马乡（现为继光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他努力学政治、学军
事、学文化，进步很快。1952年10月，在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英勇奋
战，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敌人喷射火
舌的枪眼，壮烈捐躯。“不立功不下战场”，
黄继光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什么是党的初心使命？红色家书里
面看得最清楚。什么是党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红色家书里面有着最好
的答案。张丁说，黄继光可歌可泣的铁血
精神，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前行。

刘中新：不断梦见我妈妈和我
的弟弟

母亲大人尊前膝下：
敬禀者，儿自从去年五月在甘肃省的

时候，接到家中回信两封，我还在原地休
息，到八月一号开往山西侯马车站休息了
两三日，儿又给家中写了一封，内有相片
两张。到第二天又坐火车开往河北省以
来，又给家去了数拾封信，始终未有接到
家信一封，也不知道儿写给家信收到了
没？想念的，现在也不知道我弟昌枱还在
家里没有？儿在外挂念。所以我不断梦
见我妈妈和我的弟弟。

1938年，抗日战场上的刘中新给母
亲写了一封信，共五页，诉说了心中的思
念。从信中知晓，刘中新从甘肃到山西，
再到河北，每到一处，都会写家书，他把对
亲人的思念深藏心中，渴望战争早日胜
利，早日与家人团聚。

20世纪20年代末，刘中新参加红军，
经长征到达延安，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15
师政治部和343旅工作。

刘中新的老家在江西东固区苏区（今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东固
曾有2400多人参加红军，占全区总人数
的24.29%。由于当时东固区扩红支前工
作做得好，全区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据
1934年的统计，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东固
青壮年劳力不足400人。新中国成立后
统计东固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00多人，
无名烈士就更多了。

战争年代，刘中新渡大河、爬雪山、过
草地，忍受与家人分别的日日夜夜。据其
亲属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初还给家里写过
一封信，并寄来一张穿军官服的照片，但
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家人未能与他联系

上。因此，寻找刘中新便成了全家人一个
等了几十年的愿望。后来刘中新被追认
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待遇。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藏家
书6万余封，其中上万封红色家书，格外醒
目。通过这一封封红色家书，我们看到了
党史的细节、血肉和‘表情’。”张丁说，尤其
是革命先烈的红色家书，是对党的大历史
的有益补充，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进程中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动人画卷。

许英：为了母亲、弟弟的永远解放

10年的革命锻炼教育了我，我完全明
白我这 10 年的斗争是无比的光荣，伟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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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8月20日，东北人民解放军4
纵12师35团2营教导员许英在写给母亲
的家书中表达了对革命矢志不移的决心。

许英，原名许彭山，祖籍河北省饶阳
县良见村，1921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1938年参加冀中抗日游击总队，
1939年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
团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信中还提道：
我们应该依土地法大纲去做，遵守政

府法令，更应积极生产，支援前线，一切要
为全人类打算，不能为个人利益计较，你
有了这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荣儿
子，你就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荣
母亲。我想母亲见广闻多、通达真理，也
许早做了模范母亲哩！明年我们就会打
进关去，东北我们有强大的炮兵、飞机、坦
克，百万大军将来轰轰烈烈地打进关去，
全国的胜利就在眼前，那时再见吧。

但是，许英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
天。1948年9月，许英在辽沈战役中奉命
肃清塔山防线之敌，在战斗中被子弹射中
喉咙，英勇牺牲，时年27岁。

多年来，许英烈士的侄子许卓亮精心
保存着伯父的家书手稿，致力于挖掘整理
烈士的事迹，传承其精神。许卓亮从北京
某部队退休后，2018年回到老家河北省
饶阳县良见村，在家中老屋的遗址上翻建
了一座新房，取名“家史馆”，把许英烈士
的家书等相关家史资料陈列其中，作为家
族成员参观学习、慎终追远的场所。

张丁介绍，红色家书可以说是与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相伴而生的，从若干侧
面反映了党的百年历史，是理解中共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建
设史的生动素材，是开展党史学习、进行
党员教育的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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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梅 左权

李临光 邹子侃 黄继光 许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大桥北端西侧，
有一处占地17.4亩的展馆——杭州革命烈
士纪念馆。纪念馆的广场上矗立着9米高
的蔡永祥雕塑和22米长的毛泽东主席语
录牌“为有牺牲多壮烈，敢教日月换新
天”。这里，共收藏了为保卫人民的幸福而
不惜牺牲青春、抛洒热血的2500多位英烈
的事迹。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来到杭州
革命烈士纪念馆，近距离感受英烈铮铮铁骨
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在战争时期，革命烈
士镌刻在给母亲的红色家书中的革命精神。

“我并不稀罕个人的‘名’和‘利’”

“全忠不能全孝”，这是历来的忠臣义士
的名言。母亲！请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愿，让
我自己去做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

1914年，孙晓梅出生在浙江富阳龙门村
的书香门第。在母亲的教导下，她自幼与男
孩一起到学校读书。这为她日后走上革命道
路打下了基础。1930年到1937年间，她到
多所小学任教。期间，受进步刊物影响，孙晓
梅反封建意识渐增，并倾向革命。她主张男
女平等，曾带领本族女学生闯进祠堂，反对妇
女不能参加祭祀的封建族规。

“七七事变”激发了孙晓梅抗日救国的热
情，1938年，受堂弟影响，她说服母亲，带领
几名进步青年，化装成投亲的难民，步行到安
徽，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孙晓梅被调到长江工委，主要
任务是打通长江南北两岸的联系通道。她胆
大心细，时而扮作农村妇女，时而装成小商小
贩，穿越封锁线，出入敌占区，递送文件，联络
工作，有时还护送来往的干部或购买的军用
物资，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她果断、泼辣
和无畏的工作作风，深受人们钦佩，不少和她
一起工作的人，都称她“女中丈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国民
党反动派诬陷为叛军。远在家乡的母亲给孙
晓梅寄来了第一封加急信，告诫她不要被“坏
人”利用，早日回家本分生活。对于母亲的误
解，孙晓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母亲大人：
我是一个有理智和勇气的青年，我不会

被人家利用和愚弄。我有我的人生目标、理
想前途，决不会让自己盲目地陷入黑暗的深
渊里去。……我所要的“名”和“利”，是大众
需要的“名”和“利”，我并不稀罕个人的“名”
和“利”。我们除了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外，
个人利益，本来就是放在后面的。“全忠不能
全孝”，这是历来的忠臣义士的名言。母亲！
请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愿，让我自己去做封建
社会下的牺牲品。

女儿 陈云叩上
当时在苏南地区做地下工作，“陈云”

是孙晓梅的化名。这封信，阐明了她的理
想信念。而且她在信中还做了一个“绝情”
的决定，取消回家探亲的计划，坚守在抗日
第一线。

1943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孙晓梅完成
护送干部北渡长江的任务，返回途中，由于叛
徒的出卖，被日本宪兵队特工逮捕。

日军设宴“招待”她，企图软化诱降，孙
晓梅拍案而起，掀翻酒席，大骂日军。日本
人恼羞成怒，不久，她被押到南京龙潭老虎
山坳，被剐掉乳房，遭受残酷拷打。但孙晓
梅始终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29岁。

“二十年华运握帷，文精武壮女中魁。昔
日洒下一腔血，今朝腾起千枝梅。”这是我国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84年6月为纪念
孙晓梅烈士而作的一首诗。

不能做家庭和金钱的奴隶

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做那锱铢
必较孳孳逐利的事情呢？私心自测，人类解
放不成，何以家为。

在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记者还看到
了烈士李临光留给母亲的一封“离家”信。

李临光原名谢仲怀，1907年生于上海，
家中殷实。16岁上大学后，在学校地下党、
团组织以及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他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学生运动。辍学离校
后，化名李临光，为避免父母阻拦他革命，与

家里断了联系。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不久，李

临光被捕。由于在他身上抓不到什么证据，
在党组织和家庭的营救下，花了一千元白洋，
关了三个月，他被放了出来。

牢狱生活使李临光的身体严重受损。此
时，党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决定让李临光回家
疗养。母亲泪流满面地告诉他：“为了救你，
已经倾家荡产，你不要再去做危险的事了。
我已为你筹划好，到南洋去找父亲的至亲好
友，过平安的日子吧。”病愈后，就在母亲为他
忙碌细心地准备前往南洋的前一晚，他悄悄
出走，给母亲留下一封信：

母亲：
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因为

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
的奴隶。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做那
锱铢必较孳孳逐利的事情呢？私心自测，人
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我们这次出走后，将
重新过革命者的清苦生活。这种生活，虽不
安逸但精神上却十二万分快乐。在革命队伍
中，我们虽吃粗茶淡饭，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
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我们离家后，虽得不
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千千万万工人们的
爱抚和照顾。一切请你放心。

仲怀 婉贞 留
留下这封“离家”信，李临光与母亲告别，

偕同妻子蒋婉贞继续革命。1928年，团中央
派李临光来到杭州，整顿发展基层组织。次
年7月30日，因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囚禁
于国民党浙江反省院。因秘密领导难友斗争
被发觉，转囚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1930
年8月27日，李临光在狱中英勇就义。牺牲
前，他将衣物连同近视眼镜分赠难友，只穿一
条短裤，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命乎运乎？我不能解”

男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泯，爱国无罪，
今身在缧绁之中，固不知有何过之可悔……
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也。

不同于孙晓梅、李临光写与母亲信中的
家国情怀和革命斗争精神，烈士邹子侃写给
母亲的明信片上，展现了一个青年与母亲间
温情的一面。正如一首歌里唱的：“生活的烦
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谈谈。”邹
子侃就是这样。

母亲，现在，我告诉你，你的扇子我已收
着的，勿念。母亲，我的身体，真是出乎意料
之外，脚气、脑，甚至现在的吐血，唉！命乎运
乎？我不能解。这次父亲来时，曾给我些钱，
但是现在金贵银贱，西药非常的贵。

在与母亲的信中，他念叨着身体的不适，
但在狱中写与父亲的信中，又彰显出匹夫有
责的男儿气概。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邹子侃在
杭州笕桥秘密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1月被
捕，当时他最年轻，常向家里要钱、药，资助生
病的难友。

1930年秋，父亲到狱中探望邹子侃，告
之将花钱保其出狱。按照当时狱方规定，邹
子侃需写一张悔过书才能获得保释。他不屑
以这样的方式换取自由，回牢房后给父亲写
下一封信，表明自己无从“悔过”——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大人来此相探，嘱男在彼狗

官面前立悔过书，以求释放出狱。舐犊情深，
思之黯然。男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泯，爱国
无罪，今身在缧绁之中，固不知有何过之可悔
……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也。男非敢故
违严命，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弟妹之亲。然
为国家、为革命，也顾不了这许多了。望大人
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以后一
定要走上我走过的道路。

肃此，敬请。
金安
男子侃 叩上
次月，邹子侃担任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

记，组织“破狱”斗争，亲任总指挥。1931年
3月，由于越狱计划被敌人察觉，为了保护
其他同志，他当机立断，痛殴监狱长，借以警
示难友们迅速消除破狱痕迹。1932年2月
2日深夜，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20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封英烈
家书，朴实无华的情感中，蕴藏着对革命胜利
的坚定信念与磅礴之力。千千万万这样的革
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用血肉铺就通往新中
国的道路，时至今日，终换来了祖国的强大与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