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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训晶

“乡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这是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的，
是我们睦邻里的传统
美德。邻居，一墙之隔
的朋友，没有血缘关
系，有些却胜过亲人。
妈妈常说，人一辈子能
相处几个好邻居，是生
活中的福气。

我们家有睦邻里
的好家风，父母一直为
人谦和、宽容，从来不
和邻居起矛盾。我们
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
十多户人家，各行各业
的都有，但无论是谁，
妈妈都能与他们和睦
相处，从来没有红脸失
色的时候。

上世纪 60 年代，
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艰
苦，我家对面住的是许
婆婆。她年轻守寡，与
独子相依为命。许婆
婆身体不好，每天绩麻
线换点油盐钱，妈妈就
特别关照她。一年冬
天，许婆婆受了寒咳嗽不止。妈妈
找来草药熬好端给她喝，可不见好
转。父亲听说山里有一种草药好，
就扛着一把小锄头上山挖草药，拿
回来妈妈赶紧洗干净熬好给许婆
婆喝。在我父母的照顾下，许婆婆
的病慢慢好了。平时有什么好吃
的，妈妈也不忘给她娘俩尝尝。许
婆婆非常感激我父母，妈妈忙时，
许婆婆就帮着带妹妹。

妈妈虽没什么文化，但她知道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
道理。是啊，邻里关系处理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质
量。“远水不解近渴”一旦家中有
事，特别是有紧急事情时，邻居往
往比亲属的作用还要大。

父母睦邻里，谁家有事有求必
应，尽自己所能。妈妈在我们镇是
有名的巧手，缝制的布鞋漂亮耐
穿，鞋样也很多，经常有邻里来找
妈妈要鞋样，妈妈总是耐心地给她
们找最合适的。没有合适的，就给
她们新剪一个，让她们满意而归。
院子里薛妈上鞋总是上得不好看，
就常常来找妈妈帮她上鞋。无论
再忙，妈妈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帮
忙。

妈 妈 还 是 邻 里 纠 纷“ 调 解
员”。邻居们发生纠纷了，都爱来
找妈妈倾诉。妈妈总是各方抚慰：

“帮人一把，情长一寸；容人一回，
德宽一尺。”还劝说：“退一步海阔
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邻居之间
互相礼让，可以避免很多麻烦。”邻
居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传递着相互的尊重。

从小耳濡目染，知道父母睦邻
里，我们也不知不觉地传承了这个
家风。我成家后住在老公单位，邻
居之间关系非常好。那时女儿小，
我在乡下教书，早出晚归。老公把
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要忙着做晚
饭，邻居们就帮我照看女儿。我
也尽自己所长，帮他们的孩子辅
导功课，我们相处得其乐融融。

邻里和睦，生活幸福。后来
我搬家了，搬家后只有一个邻居，
我们两家相处得更是融洽。下雨
了，谁在家时，一定会把晒在外面
的衣服都收了；谁不在家时又来
客了，一定会像对待自家的客人
一样接待；谁家有人生病了，我们
都会帮衬着照顾。有时周末吃晚
饭，我们两家就会把自家的饭菜
端到院子里的瓜架下一起吃，那
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柔和的夕
阳，斑斓的火烧云，归林的鸟叫
声，饭菜的香气伴着花草的清香，
让我们陶醉其中。男人喝酒，女
人聊天，孩子们嬉戏玩闹，我们会
边聊边吃直到月上柳梢，才余兴
未尽各自回家。

多年邻居变成亲，悠悠岁月
里，同在屋檐下，有快乐，有依恋。
我传承着睦邻里的家风，呵护着与
邻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那份珍
贵情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从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张思德生前所在部
队连指导员到创办河南省西平县复兴博物馆，
从一件收藏品到六万余件收藏品，从五百多平
方米到一千五百多平方米的展厅，对于被评为
2021年全国最美家庭的李东海一家来说，岁月
见证了一家人对红色事业的热爱与坚持，也饱
含着深深的爱国之情。

“生活在幸福的当下，就要有一颗爱党爱国
之心。我办西平县复兴博物馆的初心就是让社
会存真，让人心向善，让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
人，弘扬红色文化就是一种爱国的力量。”李东
海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坚守红色信仰

一座红色博物馆，就是一座精神丰碑。
说起自己为何与红色文物结缘时，李东海

坦言，他的祖父1938年牺牲在抗日战场，父亲
1947年带领民兵支援陈赓在西平县发起的祝
王寨、金刚寺战役，1948年支援淮海战役，从小

聆听革命故事长大，耳濡目染，在他心灵深处埋
下了红色基因的种子。1968年，他报名参军。

“我曾经在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服役15
年，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张思德精
神’，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就有意识地
逐步整理收集完善党史国史军史资料。后来担
负中国科学院常务院长郭沫若的警卫，郭沫若
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
在此期间深受影响，开启了红色收藏之旅。”李
东海说。1983年从部队转业，当时他有机会留
在北京，可他选择了回老家建设家乡。

“我受党教育多年，加之对红色文化的热爱
与追求，就拿出全部积蓄，又和亲友借了一部分
钱，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五层楼，办起家庭式红
色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宣传爱党爱国主旋
律，讲述红色革命故事。”李东海说。

2009年10月，李东海创办了西平县复兴
博物馆。李东海介绍，博物馆里有虎门销烟的
物品，有我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张贴的布
告，解放区的土地证等珍贵的历史资料，有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的刺绣油画肖像等红色文
物，展品共六万余件。

“当时周围很多人都不理解我自掏腰包修
建红色博物馆，对我来说，筹建红色博物馆就是
一种信仰的力量。12年来，博物馆免费接待青
少年学生和社会公众13万多人次，我义务讲解
6800多场次，哪怕是一个人来参观，我都会认
真讲解。”李东海笑道，只要他身体状况允许，会
一直讲解下去，守护好这一片红色宝藏。

2012年复兴博物馆被中国收藏家协会授
予红色收藏展览馆证书、牌匾，2020年被河南

省学习强国领导小组授予“河南省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称号，西平县青少年教育中心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李东海被中央政法委评选为“全国
平安卫士”等。

四代人的家国情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几代人都有从军经历
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
父亲，他们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不同时
期都参军保家卫国，无形之中也深深感染了
我。”李东海的儿子李牧说起自己的感受。祖父
李桂生一辈子艰苦朴素，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
命，后来在当地任职，群众给他一棵白菜，他都
得按市场价把钱给人家。二十多年前他还在世
时，家乡遭遇洪涝灾害，他省吃俭用一辈子，把
积蓄拿出来买粮肉蛋奶给群众免费发放。

“我上小学时，祖父任西平县水利局局长，
当时新建办公楼预制水泥砖在小广场上晾晒，
我很好奇，就在上面踩着玩儿，祖父看到了非常
严厉地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是工人辛辛苦苦
做出来的，不能乱踩。’”李牧说，祖父无私的品
质对他的影响很深。

带着一份保家卫国的理想信念，1997年，
李牧以高分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学毕业
时，他选择到武警某部队服役，在部队期间，先
后5次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获得个人嘉奖，多
次受到表彰奖励。如今，他成为保卫首都安全
稳定的一员。

回首往事，李牧感受最深的是言传身教的
家风，坚定、豁达、达观、大度是父亲对他最大的

影响。
“父亲转业后在我们县几个局任过职，不管

在那儿，他都告诫家人，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在外
面办私事，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他下乡时，看见
群众家生活困难，就会掏腰包资助。”说起父亲，
一幕幕温暖的往事在李牧的脑海浮现。

父亲五十多年坚持收藏红色文化资料，为
收集革命文物他历经千辛万苦，每月几千元的
工资还要维持家用，他节衣缩食，以苦为乐，跑
遍了全县各乡村，到过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
治区。本县内他坚持骑自行车，省下车票钱为
多买件东西，每次到外地他都是自带馒头和暖
瓶，备足三天的干粮，住最便宜的旅馆……他用
53年的坚持，收藏了几万件红色文物资料，供
公众免费参观。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很多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生都前往西平
复兴博物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曾经问父亲，‘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地坚
守红色文化，苦不苦，累不累？’父亲告诉我，一
生坚守一件事，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是一种荣幸，一种乐趣。”李牧说。如今，父亲已
年过七旬，从父亲坚定的眼神中，他读懂了父亲
的家国情怀。

传承精神财富

“如果说红色博物馆是父亲一生坚守的红
色理想，那么对于母亲来说，红色博物馆有母亲
一半的功劳。”李牧说。

母亲杨玉莲是站在李东海身后默默无闻的
支持者。她在工作上兢兢业业、救死扶伤，在生
活中省吃俭用，勤勉持家，几十年来，利用休闲
时间，整理上万件红色书籍报刊等资料。“如果
说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世界观层面的话，母亲对
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方法论层面，吃苦耐劳，负重
前行。”李牧说，是父母的爱丰富了他的人生底
色。

李牧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他上初中时，
老家的几个亲友家庭困难，我们的生活并不富
裕，但父母还是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来一部分
资助他们。“有一个学期，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都
吃白菜煮面条，有一次妈妈炒了一盘平菇（那是
我第一次见平菇），我问妈妈这是啥，妈妈开玩
笑说是海参，直到若干年我工作之后吃到海参，
才知道那是平菇……”母亲的勤劳朴实带给李
牧很大的触动。

李牧说，小时候物质并不丰裕，但读着父亲
收集存放的很多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历
史、哲学作品，听着父亲讲解的红色革命故事长
大，一直觉得自己精神很富足。如今徜徉在红
色博物馆里，仿佛是一种心灵洗涤。

“我儿子现在也知道爷爷的红色博物馆，对
其中一些展品背后的故事也熟记于心，每逢暑
假，儿子也会在博物馆里当起小讲解员，红色基
因代代传。”李牧笑道。

（因工作性质，文中李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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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服役15年，后拿出全部积蓄

建家庭式红色博物馆，免费对

社会开放，宣传爱党爱国主旋

律，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郑哲敏不负父望 用行动践行家训
■ 张萌

2021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永远离开了我
们。

60年前，郑哲敏找到了爆炸中能量释放的
科学规律，他“驯服”了炸药，并利用这种威力巨
大的能量，解决了很多工程难题，在爆炸领域开
创了广泛的应用空间。由于他对爆炸能量释放
过程的娴熟掌握，一项新的学科爆炸力学在我
国诞生。从此，郑哲敏的人生，与“爆炸”和“力
学”联系在一起。在郑哲敏的人生中，父亲是第
一个对他影响深刻的人。

遵从父命 一心向学

“若之士大夫，必以礼为重，宏宗思本源，忠
孝传美德”是郑氏家训。“若士”象征一种民族气
节，在国家危亡之际须挺身而出，为之奋斗；“重
礼”要求遵守道德规范；“思本”就是要怀有感恩
之心，是立身处世的态度；“传德”讲求忠孝，对
国家、对家庭有担当和责任。

郑哲敏的父亲郑章斐祖籍浙江鄞县，幼年
替人放牛，10岁时才被送去上学。父亲对学习
兴趣很浓，考上了宁波中学，后来由于家境变化
无法继续读书，就到上海去当学徒。但他没有
放弃学习，边学手艺，边上夜校学习会计和英
语。因为为人诚实，有经营头脑，最终成为著名
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这名成功的商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致富
不忘乡亲。在民国年间重修的郑氏家谱上，清
楚地记载了郑章斐募资“二千余金”修建家乡小
学的故事。对教育的重视成为郑家家风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为郑哲敏兄妹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记得我八岁那年父亲跟我聊天，那时候父

亲做钟表生意已经是很成功了。他说工农兵学
商，商是最受人看不起的，所以你们长大了不要
经商，要好好念书，好好做学问。这可能跟他小
时候的经历也有关系，希望我们继续能够完成
他的愿望。虽说那时才八岁，但好像能理解父
亲的愿望。”郑哲敏回忆。

在郑哲敏的印象中，父亲正直良善，崇尚文
化，决心不在子女中培养一个商业接班人。在
家庭的影响下，郑哲敏与家中兄妹也都一生刚
正不阿，一心向学。走出两位科学家：长子郑维
敏是清华大学教授、自动控制及系统工程专家、
我国第一台数控机床的总设计师，被誉为“数控
之父”；次子郑哲敏成为一名“力学大师”。

少年立志 结缘力学

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郑哲敏和哥哥郑
维敏还在浙江农村都没上学。父亲当时在成
都，就把他们接到成都去上学。他们学习刻苦，
成绩优异，曾因不参与考试作弊而受到一些同
学的排挤。

父亲从小给他们很宽松的环境。买来《曾
国藩家书》，教他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每天早
晨一起床，让他大声诵读英语，使他后来能够使
用原版英文书自学数学、物理等课程，并由此进
入到科学的殿堂。也因此养成了他喜欢自学的
好习惯。

郑哲敏成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少年时身
体又不好，他的求学经历多次因战乱和生病中
断，但因父亲对他教育的重视，学业从未荒废。
即使在生病休学期间，父亲也为他请来家庭教
师补课。郑哲敏兄妹几人后来都读了大学，全
部从事科研或医疗工作。

在郑哲敏的记忆里，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
历程中，有很多残缺的片段。在这些断断续续
没能上学的时光中，父亲总是利用出差机会，带

他到不同城市游历，开阔视野，这段经历让郑
哲敏至今难忘。

郑哲敏与力学似乎有着不解的缘分。郑
哲敏说：“小时候因为我住在钟表铺里，有修钟
的、修表的，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就喜欢拆
钟拆表，再把它组装起来，还摆弄各种光学仪
器。”

童年有美好的记忆，也曾烙下历史的阴
影。日本侵华后，郑哲敏一家都生活在频繁轰
炸的恐怖中。一次，郑哲敏在路上捡子弹壳，遭
到一个日本兵的追赶，他吓得一路狂奔。从此，
这一幕就成为他经常出现的梦魇。后来，他立
下两个志愿：一是当飞行员，打日本鬼子；二是
当工程师，实业救国。

牢记父训 诚实做人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后
西南联大迁回北平，郑哲敏在清华大学机械系

学习。毕业后，便留校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
1948年，经四级选拔，赴美学习。

23岁的郑哲敏，背起行囊，负笈留学。他来
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学
位，郑哲敏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
学派影响，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
和创新理论，进而开辟出新的技术领域。这也
成为他后来一生坚持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

1955年2月，郑哲敏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
国。从此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爆炸力学研
究，应用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解决了火箭
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成为我国力学学科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

科研的路上，郑哲敏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
做人做事都要实实在在。他常说：“科研是个很
诚实的事情，不能有任何虚假，对待数据要诚
实，对待研究成果要诚实。这关系到诚信，关系
到这个行当对你的认可。”

邻居们抬头不见低

头见，一个微笑，一句问

候，传递着相互的尊重。

耳濡目染间，我传承着睦

邻里的家风，呵护着与邻

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那份珍贵情感

李东海正在给到复兴博物馆参观的小学生讲述红色故事。

李东海与妻子杨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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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年收藏几万件红色文物资料，一家四代胸怀满腔爱国热情

家庭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