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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晶：以生命为纸，以热血青春为墨

蔡楠：“向蔡同盟”是革命理想事业的同盟

要听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年轻人怎么说，书里就有最鲜活最有启

发力的答案！那是最年轻的先辈们满怀爱意与期待，以生命为纸，以热

血青春为墨，写给未来正在困惑中的我们的美好家书。

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我的奶奶是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受“教育
救国”思想影响，于是改名为警予，警钟的

“警”，“予”就是我，意为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以
坚韧不拔之志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奶奶出
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国势
积弱，民怨沸腾，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
极处”。奶奶的父亲向瑞龄虽是湖南溆浦商会
会长，但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也十分“渴望
国家富强，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不满清王朝的
屈辱投降和军阀间的连年混战。”奶奶是全县
第一个上学的女学生，接受知识的洗礼后，立
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她用自己短暂的
生命践行了最初的誓言。向警予这个名字也
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闪亮的名字。

回想奶奶的求学之路，从常德女子师范学
校到周南女校，再到法国勤工留学，她热爱读
书，渴求知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断
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正是在法国期间，她
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
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
强获胜”“为了国家自强，为了民族自强而读
书”······这一句句铿锵誓言激发她追求革命
理想的决心和信心。1916年，奶奶回到家乡创
办了溆浦女校，以“自治心，公共心”作为校训，
宣传新思想，让很多女孩勇于挑战封建社会束
缚女性的陈规旧俗。如今，当年的溆浦女校已
发展成为拥有在校学生5000千多人的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那尊
奶奶的铜像，一种崇敬与自豪感油然而生。

1922年，奶奶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
年，她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担
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
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为党中央起草了《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
决议案》等许多重要的有关妇女运动的指导性文
件，提出“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

“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男女教育平
等”“男女职业平等”等一系列有关男女平权、保

护妇女权益的条例。她主编《妇女周报》，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女性团
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从1923 年到 1925 年之间，她在《向导》
《妇女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
论述中外世界妇女解放的文章，阐述和表明了
她在一系列妇女问题上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观点。她在上海领导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斗争，是“五卅”爱国
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她还提议
成立了将广大女工、农妇、革命知识妇女组织
在一起的“妇女解放协会”，并在全国迅速发展
起来，会员达30万之多。正如蔡畅所说：“在
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
妇女运动组织。”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发
展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毛泽
东赞誉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因叛徒出卖，奶奶的生命定格在33岁。“我

为党的事业而死，无上光荣！”这是
奶奶慷慨就义前的一句话，她用生
命诠释了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

奶奶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光
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
生。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1919年12月，奶奶赴法国勤
工俭学，在寻求革命真理的路途

中，她与志同道合的蔡和森自由恋爱，五四运
动后，妇女解放运动极为高涨，二人互相爱慕，
结为夫妻。

因提倡妇女解放，奶奶把结婚称为“向蔡
同盟”。爷爷蔡和森与奶奶的相识，应该是在
周南女校读书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理想，谈
未来，奶奶去世后，爷爷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
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
产阶级永远的爱人！”可见他们不单单是男女

之间爱情的同盟，更是革命理想事业的同盟。
爷爷的老家是在湖南湘乡市荷叶镇。爷

爷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为了谋生，年仅13岁
就开始干学徒。后来，他决心通过读书来改变
自己的命运，改变天下和他一样做苦工的劳动
人民的命运。1914年，爷爷在湖南省立一师读
书，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可以说，当时爷爷和奶奶的心中都有一个
相同的信仰，就是读书可以寻求真理，可以救国
救民。在那个硝烟炮火的年代里，爷爷心怀对
革命理想的追求，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了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新民学会
会员，他和奶奶向警予一道明确主张
以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来改造中
国和世界，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共
产党，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
神经中枢，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
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920年至
1921年，爷爷奶奶共同提出“中国共
产党”的名称和计划，同时向各路宣
传、陈述建党之急。之后他们与周恩
来、赵世炎等同志在法国筹备中国共
产党旅欧早期组织，几乎与国内的中
国共产党同时建立，成为了法国支部
的创始人之一。爷爷蔡和森是提出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奶奶向
警予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我党唯一的
女创始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
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
召开，蔡和森当选第四届中央委员、
中央局（政治局）委员，向警予当选
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同年5月，向警
予增补为第四届中央局委员，“向蔡
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夫妻。

1931年，爷爷蔡和森从莫斯科回
国后，曾提出去中央苏区工作的申请，但还是服
从了组织上派他去香港就任两广省委书记的决
定。在爷爷的心里，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要
有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勇敢
担当和牺牲精神，他在参加香港海员的一次重要
会议时，不幸被捕。他牺牲时才36岁。爷爷的
一生也是短暂的，但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是
不朽的，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当年的话：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
两间。

红色家风激励我们前行

我出生在北京，也在北京长大，小时候常
随父母参加奶奶向警予的家乡湖南溆浦、蔡和
森家乡湖南双峰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武汉向
警予墓地陵园的纪念活动。孩童时代少不更
事，直到大学毕业后，每次去看他们的故居，都
触景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爷
爷奶奶的初心。

多年后，我细细品读奶奶留给父母、爱人、
子侄的大量书信，内容多为尊师重道、孝敬长
辈、教辅晚辈，字里行间体现着奶奶对我们家
族的责任与关爱，这令我尤为感动。

“假如你有可能出去的话，请一定代我转
告我的孩子们，就说他们的妈妈是为了革命、
为了党的事业而死的，要他们去继承妈妈的事
业，做个对人民对党有贡献的人！”这是奶奶在
武汉被捕时，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人世说的一
段话。可见她心中深沉伟大的母爱是与祖国
的命运紧紧相连。

奶奶牺牲时，我的父亲蔡博还不满4岁，爷
爷牺牲时，父亲刚好7岁。父亲是由姑妈抚养成
人，可以说，父亲的成长是没有父母陪伴的，但是
他发现父母留给他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做个对人民对党有贡献的人！”父亲牢记
奶奶牺牲前的嘱托，少年时留学苏联，凭着自
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优
秀的冶金专家。晚年的父亲默默地对父母的
革命一生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工作，也曾多次
回到家乡参与指导相关纪念活动。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对我的影响还是很
大的。他去世时我12岁。记忆中的父亲，为人
低调，淡泊大度。父亲的离世对我们家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原本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突然各方
面都出现了困难。后来才知道，我从中学到大学
的学费都是父亲的同事和党组织资助的。

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成长的我，深受红色家
风的浸染，遇到困难自己解决，从没有向组织提出
过任何特殊要求。直到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
普通人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和特殊化。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向警予逝世93
周年，蔡和森逝世90周年。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爷爷和奶奶用智慧和激情表达了共产党人
的初心，用生命和热血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使
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
的那份情怀，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解读红色家书，还原革命先烈的成长
历程

我的新书《红色家书：纸上的纪录片》，是用
纪录片撰稿的方式，解读红色家书，还原革命先
烈、志士仁人的成长历程。

这本书的写作契机可以追溯到2018年，当
时首都精神文明办开展“中华美德少年行——
家风故事宣讲”活动，我帮我女儿搜集材料时发
现了红色家书，读后非常感动，还在微信朋友圈
分享了不少段落，心里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认
真写一写。

2020年疫情期间，我开始动笔写作。我很
想了解在历史大背景下，那些杰出的共产党员，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个人成长轨迹，最终寻找到
愿意为之舍命追求的信念理想；在历史的洪流
中，他们年轻的生命，燃烧起巨大的能量，担当
使命，推动历史前进，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历史任
务。我想要在细节之处挖掘这一“不可思议”。

最初并不是特别明确要写成什么样，写着
写着就变成了目前成书的状态。后来我才意识
到，我十多年前撰写纪录片的经验，与这十年艺
术史与博物馆方面的教学实践很奇妙地联系起
来，一起起了作用。

2004、2005年间，我担任过央视大型文化
纪录片《故宫》《敦煌》《梅兰芳》的分集撰稿人，
对于爬梳大量文献资料、提炼主题，对于导演思
维的运用，对于文字的镜头意识的把握，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在艺术史与博物馆方面的教学实
践，聚焦实物的观看、讲解与写作，强调历史情
境的深度感知，纪录片的撰稿经验与艺术通识
教学实践在红色家书这里找到了交集。

通过红色家书，整理史料、照片、档案，考察
实物、实地，整理人物线索，挖掘亲近者的口述、
后人的研究与传记，又结合多种影像资料，把它
们放到一个逻辑、情感自洽的叙事结构中，尽可

能重现家书写作的深
广历史背景，复原实
物的质感、人物的鲜
活度、历史的现场感，
勾勒出人物的成长足
迹，呈现出人物的精
神、理想信念，我将这种写作方式称之为“纸上
的纪录片”。

跨越百年，年轻人的心灵永远是相通的

在写作过程中，每一个人物都要查阅大量
的文献资料，家书、日记、文集、亲历者口述、后
人研究等，写作恽代英时，我读到了恽代英的
《自讼语》，当时触动极大，第一时间发到朋友
圈。“自讼”就是“自责”的意思，21岁的恽代英从
多方面反省自己：生活习惯、个人性情、认知、交
友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并且下决心改正：“自今
日以后”“无复有今日同一病源”。

我的学生看到了跟我说：“每一句话都让人
激动，一定要手抄一遍”，然后他就用稿纸认认
真真、工工整整抄了几大页。我有些意外，但又
觉得在情理之中，虽然跨越了百年，但上进的年
轻人永远是心灵相通的。

在写作张炽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研
究资料都显示，张炽1924年9月考入中国民国
大学，信纸也有“民国大学”字样，但是无论如何
也查不到“中国民国大学”的信息；从信纸底部
的“校址北京宣南太平”字样来按图索骥，校址
在宣南的又只能查到北京高师。我很想知道关
于“中国民国大学”的详尽信息，这样就能还原
张炽接受教育的基本情况，并挖掘这段教育经
历在他成长中的价值。

我发现还有一所“中国国民大学”，“民国”
还是“国民”，是这所吗？但是从当时张炽考入
的时间来看，“中国国民大学”已更名为“中国大
学”,校址迁至郑王府。恐怕不是。由于张炽是

在雨花台就义，我联系了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
局，提出困难所在，这里我要特别致谢，他们马
上回复了我一份资料，原来是“北京民国大
学”。有了这个线索，问题迎刃而解。这样，我
才能将北京民国大学的宗旨与大纲和张炽家书
所谈及的个人成长内容进行对应。

由于写作处于疫情期间，一家人都待在一
起，我阅读资料到兴奋激动之处，忍不住要跟我
的爱人和女儿分享，他们是我最亲密的倾听者、
见证者与鼓励者。我们家庭获得第10届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市书香家庭”荣誉称号。
我爱人杨瑾也是大学老师、哲学博士，我们一起
创办了渊集书店，致力于经典阅读推广，渊集经
典深度阅读计划获得2020年北京文创大赛百
强项目。在推荐这本书时，他说：“我们这个时
代没有惨烈的牺牲与考验，但年轻人同样在纷
至沓来的诱惑和困难面前受挫迷茫，同样有一
千个一万个理由让自己放弃努力与奋斗……怎
样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怎样才能不庸碌地度
过人生？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要听智慧的人怎
么说，看看他们怎么做。《红色家书：纸上的纪录
片》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听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
年轻人怎么说，书里就有最鲜活最有启发力的
答案！那是最年轻的先辈们满怀爱意与期待，
以生命为纸，以热血青春为墨，写给未来正在困
惑中的我们的美好家书。”

是的，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些先烈为之奋斗
的美好时代之中，时代早已翻天覆地，我们感念
这些逝去的伟大生命；但是我们每个人，尤其青
年人依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发掘自身才
性？如何理解时代大势？如何排除干扰？如何

专注下来，把才性变为实践，去活出一个酣畅淋
漓的人生，同时实实在在帮到他人，为社会、国
家做贡献？

我希望通过挖掘百年前杰出年轻人的成长
足迹，讲述他们如何完善自我，与时俱进，为理
想信念而献身的伟大品格与动人事迹，为当下
的年轻人提供成长的参照，真正理解并传承这

份珍贵的红色遗产。

每个人都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

我在《中国艺术史》课程中讲到文物、艺术
品，在纵向脉络上讲到文物流传的时候，一定会
谈保护，谈保护就涉及各阶段的历史，那就绕不
开20世纪上半叶风云变幻的历史，比如讲中国
古建筑保护，林徽因记载她们去考察时，当地的
秀才会跑过来帮着辨识文字，大家问多少年了，
两千多年了，哎呀，两千多年了，大家就一起“骄
傲”起来。民族文化遗产生成民族自豪感，但是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红色
遗产就是必然要提及的部分。

这本书的内容与撰写方式很适合党史学习
教育读书会，也很容易形成成果转化，开展话剧
创作、视频创作等沉浸式体验形式。

北京高校大学生记者团读书节暨《红色家
书：纸上的纪录片》读书会上，每个人都找到了
很好的切入点：有的说，为什么会选李白讲呢，
因为她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就是李
白当年学无线电的学校；有的说，我为什么选择
向警予说呢，我一看标题“向警予：志存高远，日
求精进，知行合一”，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知行
合一”，我也想“知行合一”。同学们分享的热情
很高，分享的内容很实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当时的印象还停留在我的学生抄录恽代英
《自讼语》的感动里，当然，我也想告诉我的学
生，你有好多同伴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依托这本书策划了
“青春剧献 红色家书”展演活动，12个科教融合
学院分别选择了一封革命家书，深挖学习烈士
事迹，走入历史人物进行演绎，再现革命先烈的
成长历程和内心世界。在节目的打磨中，参与
的同学们穿越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反复推敲
历史细节、情感逻辑，石评梅这一段整理高君宇
遗物的动作和情感状态对应吗？邓中夏称呼妻
子为“妹妹”是当时的习惯表达还是出于安全考
虑？他在给狱中妻子写“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
时，自己入狱了吗？“老师，我们有点搞不清东北
抗联穿的是什么样的军装”……这一展演活动
最后遴选出三个特等奖节目进入到“红色经典
咏流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中，将思政教育与美
育实践生动结合。

中国青年网根据《红色家书：纸上的纪录
片》的内容作了视频转化，点击量近60万，百余
年前用生命改变中国的新青年必将激励着这一
代青年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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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晶在自己创办的渊集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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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