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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背心穿了36年，上面布
满了缝补的痕迹；一本汉语词典
用了50年，用针线缝上布当作书
皮；一块20世纪80年代的小黑
板，代代相传用了三代人……在
2022年度“全国最美家庭”，湖北
省襄阳市襄州区委党校退休干部
蔡学岭的家中，可以看到不少至
今仍在使用的老物件。

“打记事起，我就感觉我的
父母跟别人的父母不太一样。”
蔡学岭的女儿蔡晓希说。蔡晓
希1986年生人，并未经历物资
匮乏的年代，但小时候，其他小
朋友的衣服、书包、文具袋要是
破了或坏了，父母会给他们买新
的，但是她的父母总是给她缝好
后接着用。

66岁的蔡学岭参加工作40
余年，家庭条件并不差，日子过得
节俭，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勤俭
节约的习惯。在蔡家，勤俭节约
的家风已经传了四代人。

对联里藏着的家训

“万吨油装不满漏砂锅”是蔡
家传承了近40年的一句家训，时
时刻刻提醒着全家人：即使粮满
仓、油满缸，也经不住挥霍。这句
家训源自蔡学岭珍藏的一副对
联：上联是“铁饭碗靠的是真本
事”，下联是“万吨油装不满漏砂
锅”，横批是“自食其力”。这副对
联出自蔡学岭的父亲蔡义恭之
手，写作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来
还颇有一番来历。

蔡学岭回忆，父亲是位军
人，母亲在家务农，拉扯他和四
个弟妹，两个还在上学的叔叔
也得父亲接济，家大口阔，吃饭
成了头等大事。“当时按人头分
粮票，每人每年两百多斤粮票，
算下来一个人平均一天分不到
一斤，粮食经常不够吃。”家中
当年的捉襟见肘，蔡学岭依然
历历在目。当时顿顿吃萝卜白
菜，拿红薯当饭吃。蔡学岭 12
岁生日那天，奶奶费尽周折借
来一碗大米，做了一小罐米饭
给他打牙祭。蔡学岭刚端起碗，突然发现旁
边弟弟妹妹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把米饭分给
他们一起吃，那罐米饭的香味蔡学岭至今都
难以忘记。

随着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家，家中的情况渐
渐好转。改革开放后，各地推行包产到户，全家
人终于不再饿肚子。蔡学岭记得，家里小麦和
稻谷当时各收了3000斤，玉米、黄豆各千斤，一
年收的粮食两年也吃不完。就是在这一年的春
节，当着几个子女的面，一向保持军人严明纪律
的父亲认真地写下了那副对联，为的是提醒一
家人：有余粮也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任何时
候都不能浪费粮食。要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劳
动和本事养活自己。

成由勤俭破由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蔡学
岭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还经常用古诗教育全家
人。老人家有个习惯，右手拈菜，左手在筷子下
兜着，生怕饭菜掉在地上。蔡学岭不知不觉中
也延续了父亲的一些习惯。

如今的蔡晓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成
家后也渐渐明白了老辈人的良苦用心：“小
时候，我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后来在爷爷和
父亲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节约光荣、浪费才
可耻。”

如今，“随手关灯，饭吃干净”成了蔡晓希挂
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当地有给小孩办满月
酒、周岁酒等习俗，一般是在外面的餐厅请客摆
酒席，但蔡晓希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办过。孩子
过周岁时，她就在家里做一桌菜来庆祝，既减轻
了亲戚朋友的负担，又避免了浪费。

潜移默化中，家里的小辈们也自然受到勤
俭家风的熏陶。蔡学岭的外孙每天吃饭颗粒不
剩，写作业总是草稿纸正反两面充分使用，每年
的压岁钱攒起来购买学习用具和书本。作为班
干部，看见其他同学有浪费的行为，还会及时提
醒和制止。

“要形成勤俭节约风气，需要从每个家庭
做起，每一代都给下一代形成榜样的力量，
将优良家风如接力棒一样传承下去。”蔡学
岭说。

蔡学岭一家人。 受访者提供

■ 李政 蒋雨铖

他叫李航，是从地方考入军校的青年学
员；她叫张洁，是从部队考入军校的战士学
员。他们的唯美军恋要从2015年夏天说起，
那年夏天他们共同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而
一次与张洁的偶然邂逅，让李航的内心为这
个长相甜美、乐观开朗的女孩为之一动，他喜
欢上了张洁。

三年里，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的线，尽管有
过无数次擦肩而过，却始终没有交集。李航
将这份感情深埋心底，默默关注、守护着她。
于他而言，张洁早已是自己心中最熟悉的那
个陌生人。

事实证明，李航并没有看走眼。凭借自
己的勤奋刻苦，张洁多次被评为学习标兵、训

练标兵，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卓越指挥人才
创新拓展班及校“银河特战队”，并在各类军
事比武中摘金夺银。

在学业之外，张洁同样还有着很多的特
长和爱好。从参加乐队到主持节目，再到朗
诵比赛，她每一个惊艳众人的高光时刻，李航
都从未缺席。

面对优秀的张洁，李航同样不甘示弱。
从加入特战队，参加“强军杯”军事比武，被评
为训练标兵、精武标兵，到连续担任模拟连骨
干，被评为优秀指导员，再到担任学员记者，
在校报及各级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被评为
宣传先进个人。李航拼命打磨着自己，努力
变得更加优秀、强大，期待着有一天能满怀信
心和勇气地对张洁说出那句“我喜欢你”。

科大三年的生活转瞬即逝，一场突如其

来的分流似乎让他们的未来变得遥遥无期。
第四年，张洁在南京，李航在郑州，他努力寻
找过她，却了了未果，失望过后只好把她深深
藏在心底，然后继续努力。

前年毕业分配，他凭借毕业综合评定第
一名的成绩毅然选择了张洁的原单位，谁承
想因为政策调整她却没能回去。

失望之际，李航却在一则战友转发的新
闻中，看到了那张曾在他脑海中浮现了无数
次的笑容——张洁！“不论结果如何，我一定
要告诉她。”那一刻，李航的内心变得无比坚
定，怀着前所未有的勇气走向张洁。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添加了微信。初
次聊天，他们都惊讶地发现从未有人可以与
自己如此合拍。从刚开始的腼腆生硬到随心
随意，从训练到爱好，从当下到未来，很快他

们便无话不说，就像久别重逢的恋人。
在不久后的集团军新毕业生长干部集训

中，面对多个考核课目，他们充分发挥各自长
处，李航帮助张洁练通信装备、练体能、练战
术，张洁辅导李航理论学习、试图用图、作战
标图。在“白加黑”和“五加二”中的强化中，
他们的成绩突飞猛进。

如今，每当回想起那段朝夕相处、互相
“操练”的日子，他们感慨在苦过累过的同时，
更多的是回味彼此陪伴的幸福。相遇之前孤
军奋战，重逢之后双剑合璧，这才是爱情和婚
姻应有的模样。

领证后的李航和张洁将婚期定在了今年
10月。尽管依旧身处两地，过着聚少离多的
日子，但爱情的力量却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
望。

“父亲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

是奋斗与坚守让爱的平行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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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一支笔，一张纸，就能写出一首进取向
上的诗。对于今年已是八旬的陈毅之子陈
昊苏来说，写诗早已成为他生活的日常。

“我喜欢写诗，诗中体现的人文精神给
了我鼓舞向上的力量。”说起自己写诗的情
结，陈昊苏说是受父亲的影响，诗中自有对
人生的追求，自有对生活的达观。

“投身革命即为家”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多少年
过去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陈昊苏每当读到
父亲的诗句，内心就会心潮澎湃，从诗中能
感受到父亲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英雄气概和
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

回忆起父亲的革命生涯，陈昊苏是从
当年父亲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
开始的。“1934年，红军大部队已经长征北
上，因为父亲身负重伤，被留在赣南牵制敌
人对主力红军的追剿。父亲后来提到，三
年的游击战争是他革命生涯中最艰苦卓绝
的岁月，吃住都在深山里，随时都要做好与
白匪、叛徒和野兽搏斗的准备。”陈昊苏说，
父亲和战友们不畏艰难，心中始终保持对
革命事业的忠诚，在老百姓的支援下，坚持
到最后的胜利。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在四川乐
至县，从小勤奋好学，6岁半就已经读完“四
书”，9岁熟读大量的唐诗宋词，早年的阅读

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1919年，他赴法
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接触到《共产党宣言》，
学习并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1921年回国
后，参加了革命。

“父亲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才能给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带来幸
福安宁的生活，党的事业一定可以发展，革
命一定能够走向胜利。”陈昊苏说，1927年父
亲参加南昌“八一起义”，从此他的命运就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
一起。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三个阶段，陈毅真如诗中所表达的“投身革
命即为家”，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
民解放事业，他参与创建并率领新四军、华
东野战军，创造了许多经典战役，培育出大
批英雄将士，成为一名运筹帷幄、功勋卓著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少年陈昊苏的印象里，父亲从不允许
子女对外炫耀他的身份，也从不会在子女面
前说起当年战功。是后来读到关于父亲的
一些文献，他才了解了父亲的革命历程，原
来自己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父亲的教导是我奋斗的源泉

1957年，陈昊苏就读于北京四中。第二
年,陈毅作为学生家长到学校作报告。

“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如
果这种选择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也就是顺应
了历史进步的要求，那就能够决定性地帮助
这个人赢得人生事业的成功。现在你们响

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
服务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你们能够做出的正
确选择，同时也将能经受住历史对你们的选
择。”陈昊苏回忆，父亲的报告很振奋人心，
让他明白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建设事
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9年陈昊苏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
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准备去苏联的
工科大学深造。

陈昊苏选择工科不仅是自己的理想，也
符合父亲的期盼。“父亲告诉我‘国家最需要
工科方面的人才，选择学习工科能够为国家
做出最大的贡献’，他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我
报考工科，将来为祖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陈昊苏说，后因中苏关系原因，没有赴苏读
书，转到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学习。

在大学期间，陈昊苏入了党。“父亲知道
我入党后非常高兴。”第一次和儿子谈起自
己的革命经历，“讲他年轻时如何考上成都
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和后来入党的故事。他
22岁入党，当时也有过徘徊，他说‘觉悟迟没
有关系，有反复不要怕。只要真正觉悟就好
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
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父亲的教
导伴随着陈昊苏走上漫长人生路，后来从事
的工作也深受父亲影响。

1990年3月，陈昊苏服从组织调动，从
广播电影电视部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从此，在对外友好协会民间外交战线上奋斗
了20年。“这些年，我们的外交事业有了很大
的发展进步，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当年父亲
在世时有关国家发展的那些设想都得到实
现。”陈昊苏自豪地说。

如今，他的党龄已近60年，“已走的路很
漫长从不后悔，要做的事情很精彩深感欣
慰。铁军后代对祖国唯知报效，革命世家对
先人但求无愧。”陈昊苏回顾自己的心路历
程，余生之年，他将继续为国家发展、社会进
步、为红色基因传承发挥余力。

父亲的遗稿承载母亲的希望

“人生是一支苦难的歌，忧伤的逆境比
顺境多。从社会的底层奋斗起步，只为反抗
压迫驱除腐恶……”1990年3月，陈昊苏为
纪念母亲张茜写了一首《为母亲的人生写
照》。

在陈昊苏心中，父母的爱情忠贞不渝，
是肩并肩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是儿
女们心中的楷模。“母亲是新四军中最早的
女兵，她长相甜美，待人真诚，与父亲相识在
皖南，母亲当时还是刚刚走入革命行列的战

士，而父亲已经是有15年以上革命经历的老
战士，母亲深知差距很大，她一生勤奋好学，
勤俭持家。在身患重病的日子里，她依然坚
持整理父亲的遗稿。”那一情一景至今清晰
地留在陈昊苏的脑海中，他的思绪回到了
1972年。

“父亲的去世，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
沉重的打击。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
质财富，留下的是无价的精神遗产。无论任
何时候，要忠诚于党和人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陈昊苏回忆，那时候母亲已经身患
重病，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母亲不顾
自己的身体，抓紧时间整理父亲的诗稿，历
经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把父亲的诗作整理
出来。“母亲在整理诗稿的过程中对我说，她
通过这一篇篇诗稿仿佛又回到当年血与火
的战斗岁月，感受着与父亲刻骨铭心的深情
挚爱，父亲在她的记忆中又活了一遍。”陈昊
苏双目泪光闪烁。

陈毅一生写了700余首诗作，每一篇诗
作都贯穿着对人民的忠诚和革命事业走向
胜利的艰难。“在母亲整理诗稿时，我做抄写
工作，每抄一首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心灵
洗礼。父亲的诗作记录时代的辉煌，是留给
党和人民的精神财富。母亲认为父亲的诗
词都是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父亲的
遗稿承载着母亲的希望，母亲希望后人不忘
老一辈革命家历经艰辛迎来的革命胜利，学
习继承他们为党和人民奋斗的初心。”陈昊
苏说。

“革命家风追进步”

在许多人看来，陈昊苏写诗行云流水，
诗风激昂进取，诗如人，人如诗。他的诗不
仅流露出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还有豁然达
观的处世态度。这一切离不开他成长的环
境和父母的影响。

“1959年，我17岁时，父亲要过生日，母
亲提议子女们各写一首诗向父亲表示祝
贺。当时我们在北戴河，我写了一首题为
《在大海边上》的长诗，父亲看后表扬了我。”
忆起往事，陈昊苏不禁嘴角上扬。

从不会写诗到学着写诗，再到出版
《红军之歌》《继志集》《陈昊苏诗集》等多
本诗作，陈昊苏已成为身边人喜爱的“红
色诗人”。而他却说，写诗只是自己的一
种情怀。

1961年7月，弟弟陈丹淮远行就学，父
亲写了一首《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
送行，对于诗中的内容，他熟记在心。“你是
党之子，革命是吾风。你是革命者，勤俭是
吾宗。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
汝，报道立事功。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
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陈昊苏和弟
弟妹妹们早已把诗中的一言一句都当作一
生践行的座右铭，这是父亲留给他们最重要
的教诲。

“记得我16岁生日时，父亲送给我一本
《毛泽东选集》，并题词：读毛主席著作，要学
习他的高尚品格、他的敏锐思想、他的艰苦
作风和他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陈
昊苏一直很珍视这份礼物。

陈昊苏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家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逆境，但是只
要心中有信仰，前方一定是光明的，父亲就
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

如今，耄耋之年的陈昊苏，眉宇之间透
露一股与父亲相似的神韵。他用一首诗诠
释了心中的家风：“革命家风追进步，民生国
运乐无疆。光荣百姓光荣党，日月芳华日月
昌，学而时习遵理想，践行实务重担当。成
仁取义青春献，入老温良护健康。”

陈
昊
苏
和
家
人
在
一
起
。

受
访
者
提
供

张洁与李航的唯美军恋：

虽然牵手迟到了四年，却让他们更懂得珍惜。他们磨砺自我，并肩战斗，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

陈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

第一任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

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军衔。

陈昊苏，陈毅长子，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

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

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父亲陈毅和母亲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