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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他的家庭被称为“小科学院”，“家庭幸福斯

为美，不愧先驱作典型”，这是历史学家周谷城对严家的赞誉——

最美家庭家庭

■ 张萌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
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
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
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
星。”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
……这篇写景写情、险中有美的散
文，正是陆定一文由心生的写照。
这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
几十年来感染了几代人。

忆起父亲，陆德说：“父亲虽已
离开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久久
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
之不去。”

取名“德德”懂得以德报德

1942年，正是陕甘宁边区最困
难的时期，陆德在延安出生。当时
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封锁，冬天，官兵
们穿的还是单衣。就在这样恶劣的
条件下，早产的陆德体重仅仅4.5
磅，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小陆德的体
重很快又掉到3.6磅，对于一个新
生儿来说，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

“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天
警卫员过河去取奶，所有中央领导
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老
总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
份让给了陆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
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又把自
己的暖水袋拿来给我用。后来李井
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
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我喂奶
的，还有一位廖妈妈。可以说，我是
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对于
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无私帮
助，父亲和母亲都很感动，为此给我
取名为“德德”，是要提醒他们自己
和我今生要以德报德。”陆德回忆
道。1961年，他准备参军上大学，
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
才改为“陆德”。

陆德认为，父亲其实就是一个
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
看重的是对“德”的清守和对“德”的
忠贞回报。“陆德”这个名字也反映
出父亲对陆家延续“德”的期望。

独立思考 学会辩证思维

因为工作忙，陆定一和子女们
的交流机会并不多。在陆德的印象
中，父亲和他最长的一次交谈，是
1961年他去上大学之前。

父亲专门抽出两天时间，把老子的《道德经》，一
字一句从第一篇给他讲到最后一篇。“父亲认为《道
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
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
化的，让我学会用辩证的思维去看问题。”

学完《道德经》后，陆定一又指导陆德学习了《矛
盾论》和《实践论》，这都是和辩证法有关的。父亲就
是想让他一定记住，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
向它的反面变化。

“父亲要我们学会换位思维，处理事情的时候，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不要背后多议论他人。
要说，就多说别人的优点，有意见要在公开的会议上
说。”

为子题字 给予精神激励

陆德兄妹一直把父亲当作行为典范，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模仿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
为。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一生谦卑，在外面
视察，见到工人农民，都主动热情地伸出双手，紧紧
握住对方的手。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专车只供公务使用，从不允
许家人用车。“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骑自行车去。
在经济困难时期，父亲主动要求口粮减量，把每月的
口粮减至26斤，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供应。他就是
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改革开放后，陆定一到各地视察，会特别叮嘱不
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警卫员和官员
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
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
从不摆谱，从不铺张。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
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
一身。”

1984年，陆德要到外地工作，父亲专门给他题
了一幅字，作为对他工作的嘱咐。“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过则
勿惮改”。这是他对儿子做人做事的要求，也是他一
生的写照。

陆德在外工作，做出一些成绩，也遇到不少困
难。对有些现象，他不能理解，甚至委屈时，就与父
亲交流。父亲说：“要成就一番事业就会付出代价。
战争年月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
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的思想准备。
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父亲又
送他一幅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
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父亲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
的信条。每当我看到父亲送我的这两幅字时，就像
父亲站在我面前。”陆德说。陆德秉承父亲的期望，
把时间更多地用于研究自己的专业上。在陆德心
中，如何把承自父亲的坚定求实的精神传递下去，是
他作为陆定一长子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

（资料来源：《我的父辈——陆定一》《陆定一家
族故事》《回忆父亲陆定一》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苏锦

1927年，从法国回中国的船上，徐悲
鸿与严济慈一见如故，途中就为他画了一
幅素描，并题写了一行法文小字：“给我的
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徐悲鸿”。

1984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
严济慈写了一首诗：“学府东南有女生，首
开风气自由婚。于今伉俪双高寿，当日青
年正妙龄。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
科名。家庭幸福斯为美，不愧先驱作典
型。”称赞其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2021年，在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
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说，从
严济慈的孙女严慧英身上看到了严家家
风。

日前，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采访时，严慧英十分感慨：“我也是很久以
后，才明白什么是爷爷留下的财富。”

让科研在中国大地生根

严济慈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
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
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
效应第一人，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宗
师。他培养了陆学善、钱临照等科学人才，
王大衍、钱三强等人在他的教育指导下成
为著名科学家。

2012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
命名委员会同意，一颗小行星被正式命名
为“严济慈星”。

纵观严济慈的一生，无论是做事还是
做人，都堪称楷模。

1901 年，严济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
县。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落后就要挨打，严济慈目睹被列强欺辱
的现状，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发展
的重要性，暗下决心“终生以探索未知，发
展科学为己任”，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大地上
生根，是他一生的理想。

学生时代的严济慈刻苦勤奋，聪颖过
人。1923年，他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名毕业
生。随后，严济慈赴法国留学，成为第一个获
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中国人。他在物理学
上取得的突出成绩，震动了法国物理学界。

严济慈学成后不顾阻拦一心回国，一
个法国记者问他：“中国正值战乱，为什么
不留在法国，非要回去？”严济慈回答：“作
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虽然
不一定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
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日战争效力。”

抗战期间，严济慈以自己的方式投入
到抗日的洪流中，研究出医院和军队急需

的大量光学电学仪器设备，制造了很多国
防需要的光学仪器。

虽然国内形势动荡严峻，条件艰苦，
但严济慈依然编著了中学和大学的物理
教科书，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
献力量。

严慧英告诉记者：“我曾听奶奶说，‘新
中国成立那天，爷爷欢欣得像个孩子。’”

在郭沫若的邀请下，严济慈肩负起组
建科研机构、培养科技人才的使命。他参
与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建，编写多本教材，亲
自授课。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北
京正式成立，严济慈出任中国第一所研究
生院的首任院长。他常说：“如果一个青年
考上大学之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
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
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的老师
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国
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
警惕的。”严济慈一直用这句话严格要求自
己，全心全意授课、办学。

80岁那年，严济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高龄入党？严济慈在几十年的
实践中发现，科学有时候不一定能救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感觉到科学发挥了真

正的作用，这个原因不是科学家有什么本
事，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严济慈希望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社
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从 1930 年回国到
1996年去世，除了参加国际会议，严济慈
一直都在国内，牢记“让科学研究在中国大
地上生根”的信念，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
科研机构，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和一批优
秀的物理学家，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石。科学界有句话：没有严济慈，就没
有现代物理。

认认真真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

在严济慈的言传身教下，严家成员一
个接一个奔着理工科而去，个个学有所成，
五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这个家庭又被人
称为“小科学院”。儿孙的身上都有严济慈
的影子，他们心里都装着国家事，肩上扛起
国家责：长子严又光是中国第一台数字式
计算机的主要设计者，次子严双光生前是
国防重要工厂的副总冶金师……

比起学习理工科，严慧英自小更爱文
学，“我理科成绩不好，爷爷作为一个大科
学家来参加我的家长会，我想这需要多大
的耐心和包容啊！”可严济慈从没要求过孙

女必须学好数学或者物理，“他给了我一个
宽松的环境让我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要学会爱人、尊重人”“无论你做什
么，你都得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严慧
英一直铭记爷爷对她在品德、做人方面的
严格要求。

在严慧英的印象中，爷爷对自己的恩
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等人特别尊重。严
济慈常对人说，没有恩师的精心培养与教
导就没有自己后来的成就，他坚持每年过
年带着全家到恩师的家里拜年，毕恭毕敬
像个小学生。

家里送客的时候，无论是谁，严济慈一
定要带着家人一起把客人送到门口说再
见。在很多小事情上，小时候的严慧英觉
得爷爷过于严厉。她记得有一次，在放学
回家的路上捎带买面条，被多找了几分钱，
爷爷奶奶也会要求她折返一趟把钱退给店
家，少给别人钱了也要再补回去……严慧
英后来明白这是对于“尊重别人”的坚持，
也是教育孩子“不要贪图不是自己的东西，
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东西”。

随着岁月的流淌，自己的成长，接触的
人和事更多了，严慧英越来越敬佩和尊重
爷爷。

两个甲子，岁月峥嵘。今年是严济慈
诞辰120周年，严慧英正张罗着将爷爷的
《法兰西情书》再版。严济慈在法国留学期
间，每隔几天就会给未婚妻张宗英写信，后
来写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张宗英是东
南大学的第一位女生，“五四运动”时期南
京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84年，爱妻病
逝后，严济慈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
的纪念室，在遗像前面三鞠躬，然后在旁边
静静坐一会儿，再开始一天的活动。

《法兰西情书》不仅仅是给妻子的情
书，也蕴含了严济慈求学求知立业的远大
理想和爱国爱家爱民的家国情怀。“这种爱
国情怀和他做事认真、待人处事的原则，影
响了家里一代又一代人，也让我越来越崇
敬我的爷爷。”严慧英觉得，即便自己没有
从事科研工作，也要为国家发展、民生福祉
尽绵薄之力。

偶然的机会，严慧英接触到尘肺病人
这一群体，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每年的
提案都和尘肺病有关，这一坚持就是八
年。她还拉上自己的女儿做志愿者，看望
尘肺病人，尽力帮助解决尘肺病患者的困
扰，还资助了不少尘肺病家庭的孩子……

“我觉得是在学习爷爷的精神。认认
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就是我们家的家
风。我做的事情越多，越能感受到来自前
辈的那股精神力量，这是伟大的财富，我们
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严慧英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范淑贤

在革命老区河北武安冶陶镇，有个
600年历史的石头村落——安子岭。安子
岭乡风淳朴，民风敦厚，“最美家庭”乔彩书
家就在这里。

这个最美家庭由两户组成：乔彩书夫
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乔彩书丈夫舅妈与
她的两个儿子。

两个原本亲戚关系的家庭，同吃共住
二十多年，血脉相连，情深意浓。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女主
人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要从乔彩书嫁给
丈夫刘国所说起。

1993年，乔彩书嫁给本村的刘国所。
1998年，刘国所的舅舅因病去世，留

下41岁的舅妈刘拉书和7岁的韩未峰、5
岁的韩未龙两个儿子。

舅妈因为丈夫去世过于悲痛，精神恍

惚，不能正常照顾年幼的孩子。从那时开
始，乔彩书就经常将她们娘儿仨接到家中
吃饭。善良的乔彩书说：“丈夫的亲人，就
是我的亲人！”

2003年，舅妈突生一场大病，韩未峰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辍学去城里打工。为
了让他安心，乔彩书正式把老二未龙接到
家中，跟自己的大儿子一起吃、住、上学。
她还想把舅妈也接到家中照顾，可舅妈怕
拖累她，死活不答应。拗不过她，乔彩书每
天给舅妈送饭，或接她来家吃。

那个年代的山村，谁家也不富裕。当
时，刘国所在外打工，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但乔彩书从不向生活低头。因为要照顾舅
妈和孩子们，无法外出打工，便和丈夫合计
买了台压面条机，在村里做面条加工。虽
然更忙了，但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2006年是乔彩书最难熬的一年。3
月，公爹瘫痪；8月，母亲瘫痪。此时，她还
照顾舅妈母子二人。那一年，她就像梭子

在三个家庭之间来回奔忙。
为了让腿脚不便的公爹出门看戏，乔

彩书把绳子一端捆在自己腰上，一端托着
老人的脚一步一步移到戏台跟前。说起对
两位老人的照顾，村里人说：“彩书每天把
老人伺候得干干净净的呀！”

2008年，老二未龙初中毕业，成绩不
太理想。乔彩书担心身子单薄的他，将来
没有生活依靠，就决定让他跟自己的儿子
刘振武去县里的职教中心学电气焊。但那
一年，她的小儿子刚出生，经济上捉襟见
肘，给两个孩子交学费成了大问题。

未龙是个懂事的孩子，看着眼前的囧
境，硬要和哥哥一起去打工。乔彩书第一
次急红了脸。未龙永远忘不了表嫂那一顿
数落：“不行！嫂子借钱供你上！你哥没能
把学上下去，不能再把你耽误了！借钱还
可以还上。不上了，这辈子可就再没机会
改变命运了！”乔彩书东拼西凑，把孩子们
的学费给交了。

未龙职教毕业后，就职于青岛特锐德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活很稳定。看着他
出息的样子，乔彩书很欣慰，但又惦记起未
峰，“怎么让未峰也有个光明的未来？”

2010年，跟家人和舅妈商量后，她让未
峰参军入了伍。到部队后，未峰因为能吃
苦，表现优秀，升为三级士官，还立了两次三
等功。每年未峰回家探亲，总是穿一身笔挺
的军装穿街过巷，也总是第一时间冲到乔彩
书的面前，叫一声：“大嫂，我回来了！”“那一
刻，我常想，我这辈子没白活，我对得起未
峰、未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乔彩书说。

乔彩书对未峰、未龙说：“你们大胆去
外面闯荡吧。你妈由我管着，一百个放
心！”看着孩子们都有了出息，舅妈身体恢
复得也很快。

“现在舅妈还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由我
来照顾。”乔彩书说。常有人问她：条件好
了，为什么没送舅妈去养老院？乔彩书淡
淡一句：“从没想过，她谁也不找，只找我。”

乔彩书说：“孩子们都有出息，我很欣
慰。他们能早日成家立业我就更放心了。”
前年，未龙在县城已买了房。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
成人，乔彩书一下子变得轻松许多。可她
哪是能闲得住的人？随着乡村振兴浪潮滚
滚，安子岭这个古村落焕发出更大的生
机。2017年，乔彩书紧抓商机，在家里办
起了农家乐。“每逢周末来农家乐的游客比
较多，少则10多人，多则40多人。人少了，
我和儿媳一起招待；人多了，我把村里一块
儿跳舞的姐妹们叫来帮忙。”

安子岭游客遍布全国各地，热情好客
的乔彩书和客人们都成了“亲戚”。很多客
人每年都会来安子岭旅游，每次一进门就
说，“来串亲戚了”。乔彩书和她的城里“亲
戚”们一起去地里挖野菜、摘山韭花、包饺
子、谈天说地。“亲戚”们拿走了她送的山
货，也给她带来了外面的小礼物。

现在，乔彩书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丰
富多彩，“我每天6点起床，打扫卫生、喂
鹅，开始一天的日常生活。农闲了织布，拉
小提琴、弹电子琴，和舞友们跳跳广场舞、
附近旅旅游。”

无论家人、邻里还是山外游客，大家都
很喜欢与她聊天，叫她“向日葵女人”，因为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她永远面带微笑，勇
敢面对。

乔彩书说：“我很喜欢大家叫我‘向日
葵女人’，我愿意向向日葵学习，无论远近
亲疏，用乐观向上去感染每一个人，用温情
温暖每一个人。”

“向日葵女人”乔彩书

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全家福。严济慈、张宗英手
中拿着的是次子严双光的遗像。第二排左一为严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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