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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铭记那一代人的牺牲与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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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黄克
诚夫妇和三个孩子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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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祖父带领我们大家族开了
一家生产草纸的工厂。工厂
开始盈利之后，我们家族成为
村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过了多年穷日子，突然
富裕了，大家都有种天上掉
馅饼的兴奋感。五叔和堂哥
表现得最明显，他们把我家
勤俭节约的家风忘得一干二
净，甚至有点“报复性消
费”。五叔吃饭开始讲究有
大鱼大肉，一顿饭没吃到肉
就嚷嚷。堂哥更张扬，买了
一台惹眼的摩托车。那时，
家里人大概都有种暴发户的
心理，觉得自己很土豪，自我
感觉高人一等。这种情况愈
演愈烈，我家人言行举止表
现出的优越感，惹得大家对我们议论纷
纷。有人偷偷议论：“老王家才富了几
天，个个都狂了起来！”

祖父早就发现了家人的这种变化，
他教导过我们很多次，但大家都听不进
去。村民的议论传到了祖父耳朵里，他
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祖父
召开“紧急家庭会议”，批评家里的这种
奢侈自满之风。

祖父在家里有绝对的权威，他让我
准备笔墨纸砚。祖父写得一手好字，除
了过年时写春联，他平时不用毛笔写
字。这次准备笔墨要做啥用？我把笔墨
纸砚准备好，祖父便拉开架势，看样子要
写字。我看到祖父写下：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祖父问我：“知道这话是啥意思
吗？”我赶紧说：“这句话出自诸葛亮的
《诫子书》，意思是恬静修身，俭朴养德。
说的是勤俭是一种修养，一种德行。”祖
父大声说：“说得好，没白上学！一会儿
你把这句话给咱家人讲讲，让他们好好
学学！”祖父声音洪亮，很有震慑力。祖
父写的这几个字让家人的脸发烧，那段
时间大家都忘了勤俭谦逊的家风。

祖父一遍又一遍地写下“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几个大字，他朗声说道：“你们
看到这几个字了吗？这几个字就是咱家
的家训！谁违反家规、违背祖训，我就责
罚谁！”祖父的声音振聋发聩，我们都低头
静静聆听。祖父让我把这句话再解释一
遍，我学着祖父的样子，朗声说出这句话
的含义，并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我
说，心灵宁静，勤俭节约，可以修身养性，
培养自己良好的品性。祖父听了，非常满
意。祖父把他的教导浓缩成这八个字，对
我们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从那以后，
我家人又开始勤勤恳恳做事，谦逊低调做
人，勤俭朴素生活，再也没人敢违背家训。

后来，祖父把他写的“静以修身 俭
以养德”装裱起来，高高地挂在墙上。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窗外的阳光给屋内海棠色的书柜增添了
些许冬日的温暖，黄楠从书柜中轻轻拿出《一
代楷模》这本纪念父亲的书小心地翻阅。历经
岁月的流逝，一页页无声的文字和照片仿佛在
诉说着亲人朋友对黄克诚无尽的怀念。

“这本书收集了各地悼念父亲的文章、挽
联、挽诗、悼念活动的照片，以及父亲生前工作
与生活的照片，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我觉得
他从未走远，他艰苦卓绝的一生时时在我心
中。”黄楠的目光落在封面上那棵青翠的松树
上，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三十五年前
父亲走完了他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留下的每一
处足迹都刻写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留给后人
无价的精神财富。

自觉选择了艰难的垦拓者

“我三岁时，父亲北上参加东北根据地的
创建和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母亲有病，就送我
和弟弟到武汉外婆家生活了三年。我六岁的
那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赴湖南任职，路经武
汉，才接我和弟弟回家团圆。父亲给我留下了
最初的印象，瘦瘦的父亲过来想拉我的手，笑

意盈盈，而我却只是胆怯又好奇地打量着这个
陌生人……大学毕业后，随着年龄增长，阅历
丰富，才理解了父亲的信念和追求，为了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回忆起
父亲，黄楠掩不住深深的思念。

黄克诚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就能吃
苦。9岁起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他的心中扎根。1922年，
考取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里接
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革命之路。

“在第三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涯使父亲在寻
求个人出路的同时，开始了解国家危难，也想
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寻求出路。当时，中国
共产党曾在第三师范学校播下革命火种，校园

里到处都充满浓厚的革命救国
的积极氛围。在学校，父亲阅
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
大量书籍刊物后，逐渐意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贫苦农民
真正翻身做主人。”黄楠说，父
亲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
目睹许多同志流血牺牲，让父

亲抛弃一切，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从北伐战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中央

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
战争到解放战争，黄克诚像许许多多共产党人
一样舍生忘死。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一代人都
有自己的使命，父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
和平时期，他都用自己的言行表达对祖国和人
民最深沉的爱。无论个人境遇如何，父亲坚持
讲真话，做实事，始终有着坚定的信念与博大
的胸怀。”黄楠感慨道。

晚年的黄克诚双目失明，但他仍以顽强的
毅力，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做好党的纪检工作，建言献策，勤

勉工作。
“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墓上没有大理石的

丰碑；只有一捧茸茸的新土，看来正是绿草青
翠。亲人们在心底葬下你平凡的名字。它并
不标志着成功与尊贵；唯有生活的川河收容你
一生的努力，向死者呈上最后的安慰。但骄傲
吧，你尽可藐视那显赫一时的权贵，像千百万
垦拓者一样自豪无愧，你自觉选择了艰难，是
为了把幸福带给人类。”这是黄楠的妹妹黄梅
写给父亲的一首小诗，这首诗表达了子女对父
亲的理解和敬意。

四十多年相濡以沫并肩奋战

在黄楠的家中，黄克诚与唐棣华的合影吸
引了记者，照片上的他们并排坐在椅子上，尽
管头发花白，但看上去仍然神情自若、精神矍
铄。

“这是父亲八十岁时和母亲的合影，当时，
父亲已失明。”黄楠说，父亲和母亲相知相守，
相互陪伴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18年，唐棣华出生在武汉一个比较富
有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5年
在青岛上大学，目睹了日寇侵华的残暴行径。
1937年夏天，唐棣华和三名同学去延安追寻
革命。当她们到达北平时，因“七七事变”无法
前行，根据组织决定，她们只好返回山东组织
抗日活动。就在这一年，唐棣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母亲被分配到苏北工作后，表现优秀，被
任命为中共阜宁县委书记，也是在阜宁认识了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父亲。

当时盐阜地区沿海一带经常发生大潮和
海啸，多年来，沿海人民饱受海啸之苦。黄克
诚带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参加施工和保卫
安全，县长宋乃德和唐棣华发动群众修筑防洪
堤坝，终于建成了全长45公里的宋公堤，挡住
了大海潮。“在那个艰苦年代，父母亲为抗日救
国携手并肩奋战。”

1986年12月28日父亲逝世，“为人复何
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
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即死无憾矣，仰不
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
全党同志再尽绵薄。”母亲含泪为父亲写下了
这幅挽联。最懂父亲的人是母亲，他们彼此心
灵默契。

生活简单，学习努力

黄楠说，她与父亲交谈较少，但潜移默化
的影响很大。他做事求实，一辈子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实事求是，从不追求个人享受。在
她心中父亲是一个好人，父亲的言行举止，一
点一滴，不知不觉改变着她，比如她喜欢读书，
喜欢思索，爱看新闻，关心国内外时事政治等。

在黄楠印象中，即使父亲晚年生病住院，

依然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医护人员看到父亲
满是补丁的衣服时，都感到惊讶。

据黄楠回忆，父亲严于律己，生活一向朴
素。他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由外婆缝制，家里
种点豆角、南瓜，秋天都离不开这两样菜。那
时候弟弟、妹妹在海淀区上学住校，为了节省
一毛钱车费，妹妹周末有时步行走回在动物园
附近的家。小弟弟结婚时，婚礼没有设宴，就
是简单吃了个便饭。“至今，缝缝补补的习惯我
还一直保留着。”黄楠拍了拍身上的外套，乐呵
呵说道，她这件外套穿了多年都不舍得换，艰
苦朴素的作风在他们家已习以为常。

父亲从不会占用公家的资源，他的公车绝
不会家用，有一次妹妹发烧，冒着大雨坐着挂
着油布帘子的三轮车，去医院看病。

谈起父母亲的教育，黄楠坦言，父母亲非常
重视学习，希望他们都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的
努力奋斗成才，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之人。

“父母亲读书涉猎广泛，父亲读了很多书，
《共产党宣言》他读了100多遍，那是他奋斗的
理想指南。我想他遇事能分析问题，提出办
法，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爱读书影响是很
大的。”黄楠说，她母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退休后，依然保持读书的习惯。他们
兄妹四人也爱看书，从书报了解世界，增加各
方面的知识，提高工作和生活能力。

今年78岁的黄楠精气神十足，尽管退休
了，但依然会去许多地方讲革命故事，传递正
能量。

“如今，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人民安居乐
业，生活在当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回望历
史，千千万万的先驱者将生命铺作了新中国的
基石，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已永远地刻在了
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里。我们要永远
铭记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牺牲与奋斗精神，继续
奋勇前进。”黄楠深情说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敬奉祖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协和宗
族；敦睦邻里，立身谨厚；居家勤俭，严教子孙；
读书明德，淳厚戚朋；慎重言语，讲求公德。”15
岁的裴唐欣从小就能熟练地背出《河东裴氏家
训》12条。

小唐欣的爷爷裴国臣退休前曾是村小学的
校长。裴国臣所在的山西闻喜县裴柏村，被外界
称为“中华宰相村”，历史上曾出过宰相59人，大
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

裴国臣是唐代名相裴度的后人，“先祖唐
朝名相裴度的书堂取名‘绿野堂’，我们这些
后辈身居绿野，就要传承他清白做官、勇于担
当的美德。”裴国臣指着院子门楼上的“绿野
清风”四个大字介绍说，“在裴柏村，没有深宅
大院、没有万贯家财，唯有家训、家戒是可以
传世的财富。”

诗书传家 让好家风成为传家宝

今年68岁的裴国臣出生在裴柏村裴氏家
族，从小受裴氏家风家教的影响教育，使得他在
工作和生活中都严格遵循父辈的教导做人做
事。“老一辈严格要求做人做事，首先要看是否合
乎要求，凡对人有利的事坚决做，而且要做好；凡
对人无利的事，要求本人与后代坚决不做。”

儿时的裴国臣和族中的裴氏子孙一样，不
仅要能背出家训家戒，还要遵照执行。据介绍，

裴氏家族一直注重修订族训家规。历经漫长的
历史传承和实践，现存的裴氏家规于清末民初
最终修订，有《河东裴氏家训》和《河东裴氏家
戒》两大部分。在裴氏家规中，重教、廉洁、尚
德、孝友、勤俭、才学、仁爱、效国等是关键词。

“裴氏家训一共十二条，家戒十条，要求族
人和后代必须条条落实，努力做到，裴氏家训是
道德高线，教育子孙后代‘何可为’,裴氏家戒是
红线底线，要求子孙后代‘何不为’。”受家风的
影响，裴国臣学习勤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如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对自己的子女，从小
对他们言传身教，要求孩子们做到的，我自己首
先做到。”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41年的从教生涯，裴
国臣桃李满天下，也成了儿女们的榜样。“你孝
顺父母，孩子们就会效仿，你工作刻苦，他们也
会看在眼里。”在和兄弟姐妹、邻里街坊的相处
中，裴国臣也谨遵家训，“兄弟友爱，邻里和睦，
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裴国臣的妻子闫淑梅也
是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儿媳。

勤俭持家，厉行节约，体现在裴国臣祖孙三
代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爷爷教育我们，虽然
现在生活富裕了，但不必要的东西不买。在外
面吃饭，吃剩的饭菜要打包，尽量用环保的餐
盒。”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小唐欣也成了“环保
小达人”。

“我先教孩子们怎样做人，再教他们做事。”
裴国臣将手写的裴氏家训十二条、家戒十条悬

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让孩子们时刻记得学
习先人的‘孝顺父母，兄弟友爱，协和家族，和睦
邻里，立身谨厚’和‘立志为国效劳’等高尚美
德。”

唐欣还能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她讲董存瑞、
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希望孩子们从小
树立爱国爱家的好思想，从小就知道为谁而学，
树立远大的革命目标。”

“尊师重教、耕读传家是裴氏家族千年兴盛
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裴国臣看来，饱读诗书
不是为了让孩子当大官，而是教育孩子懂得做
人的道理，“不片面追求一种东西，既要学文化，
更要树品行。”也正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在裴国
臣的子女身上得到了完美阐释——他的四个孩
子，大女儿和大儿子是教师，二女儿是财务，小
儿子自己创业。

热衷公益 让好家风汇聚文明乡风

在生活中，裴国臣严格要求家庭成员，注重
倡导积极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以身作
则，带头抵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大力推
行婚丧事俭办、铺张浪费事不办、污染不环保事
禁办，在村级移风易俗、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
尚工作中作出了贡献。他的家庭多次被评为

“最美家庭”“五星级文明户”。
2011年，裴国臣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有

了空闲时间的裴国臣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家风
家教和移风易俗的宣传上。

长期生活在农村的裴国臣，看到不少村里
大办红白事，铺张浪费、奢侈攀比之风盛行。“勤
俭持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但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重新提倡勤俭节约。”在
裴国臣的奔走下，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制
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裴国臣联合老党员向村民发出“移风易俗·
党员先行”倡议书，将移风易俗倡议书分发给周
围的群众，并积极开展专项宣教，让移风易俗社
会新风尚观念深入人心。

2017年，裴国臣被大家推选为礼元镇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和网格长。为了让更多的家
庭重视家庭教育，裴国臣不仅利用一切机会搜
集家风家教的资料，进行家风家教的宣传，还与
人合作出了4本小册子——《裴氏人物》《裴氏
诗文》《裴氏故事》《礼元民间文学》，分发给县里
的文化团体、教育部门，供全县的家庭学习。

在每年的中国（闻喜）家风家教主题文化系
列活动上，裴国臣都是白天参加组织群众搞活
动，晚上还要策划布展家风文化灯展。2018
年家风家教主题文化系列活动正好在正月，裴
国臣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天去3个村，连续6天
在18个村搞家风教育活动。不仅如此，他还
多次到景点为游客讲解裴氏人物廉洁为官的
家风故事。

“宣讲传统美德，传承裴氏家风，不仅是作
为裴氏后裔的责任和担当，更重要的是与大家
分享那份光荣与使命。”裴国臣这样说。

▲ 黄克诚和妻
子唐棣华。

——“中华宰相村”裴氏后人眼中的家训与家戒

黄克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卓越
的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生。1902
年黄克诚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三塘
乡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
湘南起义、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后部长、副总参谋长、
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等职，1955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八
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一届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书记。

黄楠系黄克诚长女，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从小谨记父亲“要好好学
习，为国家做事”的嘱托。1967年毕
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从事高能加
速器方面的研究工作。

家庭小传

开国大将黄克诚之女黄楠：

十二条裴氏家训是道德高线，教育子孙后代“何可为”；十条裴氏家戒是

红线底线，要求子孙后代“何不为”

我说家风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