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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

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再次领略和感

受到革命先烈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与 深 沉 的 家 国 情 怀 。

《红色家书》共辑录了李大钊、方志敏、

陈毅安等 30 位革命烈士遗书、就义诗、

家 信 等 ，并 辅 之 以 烈 士 生 平 简 介 和 感

人事例介绍。这些红色书信蕴含着革

命 先 烈 对 信 仰 的 坚 毅 追 求 ，对 党 忠 诚

坚贞的赤子之心和舍生取义的崇高气

节 ，饱 含 以 身 许 国 的 拳 拳 情 怀 和 舍 身

为 党 的 殷 殷 告 白 。 因 此 ，这 是 一 部 真

实 客 观 的 党 史 读 物 ，是 生 动 鲜 活 的 红

色教材。

全 书 依 循 每 封 家 书 的 内 容 和 主

旨，分为“明志篇”“正己篇”“亲情篇”

和“ 教 子 篇 ”四 个 部 分 。 其 中 ，“ 明 志

篇 ”主 要 彰 显 了 先 烈 们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坚毅的追求，“正己篇”集中体现了先

烈们律己正身的道德操守，“亲情篇”

深刻反映了先烈们对亲人的深挚情感

和真诚宽慰，“教子篇”则充分展现了

先烈们教诲子女的思想理念和铭示后

人 的 价 值 追 求 。 对 我 而 言 ，书 中 有 的

篇目过去读过，此次重温感念至深；有

的 篇 目 属 首 次 研 读 ，读 后 久 久 难 以 释

怀 。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的 硝 烟 早 已 散 尽 ，

当下中国祥和温馨、岁月静好，但我们

永 远 不 能 忘 记 风 云 激 荡 的 战 争 岁 月 ，

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盛世中国而付

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

一封封红色家书是对革命先烈们

心路与心迹的再现。《红色家书：革命烈

士书信选编》一书辑录的家书，均以每

位革命先烈的“生平简介”为经，以“他

们的故事”及感人事迹为纬，经纬交织，

时空交汇，让革命先辈们的不朽功勋和

圣洁精神在书墨中生动彰显。这些红

色家书，大多是革命先烈慷慨就义之前

写成的，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洋溢着战

争年代共产党人的壮志豪情和初心使

命。

他们在人生最后一刻写下的一封

封家书，是一颗颗对党对人民的虔敬忠

诚之心。魂系中华、忠勇为党的刘谦初

烈士，临刑之时谆谆嘱托“爱护母亲（共

产党）！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其情

沉挚，其意真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的方志敏烈士，面对死亡发出了“我们

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

者”的真切告白，其心可鉴，其情可昭。

这份真切告白在刘伯坚烈士“生是为中

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的铿锵

宣示中得以回应，在吉鸿昌烈士怒斥特

务“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

国人光荣！”的浩然正气中得以凸显，在

赵一曼烈士“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

为国而牺牲的”温情叮嘱中得以流露。

正是革命先烈对共产党的坚贞不渝、忠

诚炽热，才有“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的杨匏安烈士在面对威逼利诱时，斩钉

截铁地怒斥敌人“死可以，变节不行”；

才有“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也”的邹

子侃烈士面对严刑拷打时，果敢决绝地

告诫刽子手“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

恶的自由”。

《红 色 家 书》乃 革 命 先 烈 之 遗 言 。

一封封红色家书承载着豪情、亲情和友

情，蕴藏着智慧、道德和人格，绽放着共

产党人的人性光辉，隐藏着血泪交织的

感人故事。生死弥留际，真情流露时。

情深意笃的革命先烈亦如此。在他们

留给党组织和家人、同志的绝笔信和就

义诗中，看不到胆怯和退缩，相反，面对

酷刑和死亡时，他们从容淡定，大义凛

然。“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

明翰，还有后来人。”“人终有死，我死您

也 不 必 过 于 伤 悲 ，因 还 有 儿 女 得 您 照

应。”“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

志！”读着一封封具有穿透人心力量的

红 色 家 书 ，读 者 似 乎 听 到 了 战 场 的 枪

声，看见了弥漫的硝烟，眼前掠过那段

历史的光影。

凡革命先烈者，忠为其魂，魂在虽

死犹存。正是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

视死如归、血染河山，才有新时代的朗

朗乾坤，才有国家富强和人民安康，才

看到“中华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

的面前”。红色家书就是一座丰碑、一

种精神、一种传承，标识着人生的高度、

深度与广度。一封封红色家书展现的

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而理想信念是

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

红色家书的主人公都是慷慨赴难、

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都是铮铮“硬骨

头”。他们具有朴素而崇高的马克思主

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脊梁和

典范。面对生死抉择和严峻考验，理想

信念是革命先烈的精神支撑。“自古英

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革命先烈们怀

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许，宁愿为党

和人民牺牲生命，宁可让生命在为理想

献身中实现永生。《红色家书》中的革命

先烈早已长眠于地下，但他们坚韧不屈

的革命精神却永存人世间，他们的光辉

事迹不仅被载入史册，更将被后人铭记

于心。

对 于 当 下 的 共 产 党 人 而 言 ，党 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阅读《红色家书：革

命烈士书信选编》及其背后的故事，就

是 在 重 温 党 的 历 史 ，能 够 帮 助 我 们 铭

记先烈功勋，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先烈

精 神 的 当 代 传 人 。 当 前 ，我 国 已 经 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 ，正 处 于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关 键 时 期 ，每 个 共 产 党 员 都 是 新 时 代

的参与者、见证者、奋斗者。让我们把

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深深熔铸在灵魂

里 ，把 革 命 先 烈 的 家 国 情 怀 自 觉 践 行

在 工 作 与 生 活 中 ，在 各 自 岗 位 上 书 写

新的篇章。

先烈英魂万古存
——读《红色家书：革命烈士书信选编》

■刘金祥

杜甫写秋，佳句纷呈，让人叹为观

止。我想，他为秋天而歌，也是为秋天而

生，就像他是贫困老人，也是杰出诗圣。

许多人认为，杜甫悲秋，而刘禹锡则

是喜秋诗人，其实完全谬误。在《去秋行》

中，杜甫在落木与白骨之哀的诗情中，虽

有“战场冤魂每夜哭”的悲悯，却也表现出

“空令野营猛士悲”的深刻拷问，悲情之中

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也生发出不同寻

常的智慧眼光。写悲却不沉浸于悲之中，

这是杜甫的心灵高度，也是杜甫诗歌的艺

术高度。“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悲情

中有飘然之象，失落中有超然情怀。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茅。”这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

诗句。八月深秋，狂风怒号，风卷走了杜

甫家屋上茅草。茅草乱飞，飞过浣花溪，

散落在对岸江边，还有的悬挂在树梢上，

落在水塘里……悲秋之情写得悲凉至极，

也哀婉至极。可是，杜甫不是绝望主义

者，而是现实主义者，在面临困境之时，他

不会绝望止步不前。唇焦口燥，煞是伤

感，他却在伤感中迸发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诗

句表现出他不为己困，渴望天下太平、百

姓安逸的崇高理想。杜甫这首写秋诗，高

明奇绝之处就在哀叹之后生发至高的人

性光辉，至美的人文境界。

读杜甫写秋诗，总能感觉到那诗意的

美好，表达奇妙、语境优美、悲中见深意。

读“寒蝉碧树秋”时，感觉晚秋宁静，清爽

怡人，那寒蝉却并不悲鸣；在“清秋燕子故

飞飞”中，秋的气象是“万里风烟接素秋”

的恬淡从容；在“远岸秋沙白”中，我看见

“连山晚照红”的秋意辉煌。我想，他的

“天上秋期近”了，于是就有了“人间月影

清”。随便捡拾杜甫写秋的诗句，细细品

读后，就能欣赏到杜甫写秋的非凡之处。

他表达诗情时功力深厚，秋天的思绪在他

笔下绵密深长，充满了诗情画意。在《秋

述》中，可以看见当时的杜甫卧病长安旅

舍，晚景凄凉。当初他受到唐玄宗赏识

时，有过许多酒肉朋友，可他落魄时却不

再与他来往。诗中写道，在秋雨连绵里，

在他贫病交加时，一位姓魏的朋友冒雨来

访，让他感动地写出了《秋述》，其中的“旧

雨来，新雨不来”意蕴深切，影响深远。后

来，“新雨”与“旧雨”竟然延伸为新老朋友

的代名词。杜甫身处逆境时，心灵是光明

的，他看到的是美好，看重的也是美好。

读杜甫《秋兴八首》，崇敬之情油然

而生。正是因为有了夔州那块诗歌圣

地，它的雄奇山川与老杜的心灵契合，才

有了那些惊世华章。我从“听猿实下三

声泪”的秋意悲凉里，看见“已映洲前芦

荻花”的美丽风光；回味那“鱼龙寂寞秋

江冷”的寂寥秋意时，也感受到诗人“故

国平居有所思”的心灵担当；从他“白头

吟望苦低垂”的落魄身世，也看见了他

“彩笔昔曾干气象”的心灵奔放。

杜甫写秋的诗，数《登高》最令人赞

叹，字字珠玑，声画并茂，情韵深长。在

风急天高之下，听猿啸哀鸣；在渚清沙白

之间，眺望鸟儿飞回；在“无边落木萧萧

下”的秋意中，欣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

气象，那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淡然心

态 ，也 是“ 百 年 多 病 独 登 台 ”的 从 容 心

境。我想，杜甫在艰难苦恨之中两鬓斑

白，在潦倒贫困之际，心情也是潇洒坦荡

的。

杜甫写秋
■鲍安顺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重温马克思主

义经典》（上、下，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

版社）一书，精心挑选《共产党宣言》《德意

志意识形态》等11部著作进行专题导读，

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重要方面。内容

立足经典、回应时代，既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进行深入解读，又紧扣当前理论和

实践热点，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有助于

党员干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是深入系统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通俗理论读物。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解惑时代热点
■李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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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

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力量源泉。《永远的丰碑——健在老红

军的红色记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书，在对全国各地健在老红军深度采

访和史料整合的基础上，以口述历史的

方式，重点讲述了 56 位老红军的成长经

历、参加革命动因、革命生涯、新中国成

立后投身祖国建设的事迹及个人感怀

等，很多红色故事首次与读者见面，是非

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生动教材。

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红军

将士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之中。我们不能忘

怀已故的红军将士们，更要珍视目前极

少数健在的老红军。这些老红军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不减、饱经

苦难而生生不息，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

代和一段难忘的历史。老红军的身上，

体现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老红军的

精神风貌，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

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生动注释，是

激励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奋勇前进

的重要力量源泉。

《永远的丰碑——健在老红军的红

色记忆》一书，是实施以“健在老红军”为

主题的红色实践活动的生动体现，是一

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工程。此书的创作

者以重走长征路的坚定信念，走访全国

各地健在的老红军，与寻访到的老红军

深度交流，全面了解每一位健在老红军

丰富的人生经历，全程记录每一位老红

军独一无二的历史叙事，并以摄像、笔

录、画像同步的方式，展现每一位老红军

震撼人心的革命经历，以此感怀时代、尊

崇历史、致敬英雄。

健在老红军是见证与铭记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史的见证者，他们

的革命事迹和传奇经历震撼人、历史事实

启迪人、革命情怀感召人。他们的红色记

忆，能带领我们走进一段特殊而颇感亲切

的伟大历史之中，激励我们身体力行地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革命定力和奋勇

前进的动力，深深体悟“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真理伟力。

赓续红色血脉是续写新时代红色华

章不竭的动力源泉，需要我们实现峥嵘

岁月与鲜活现实的真切对话、革命前辈

与时代新人的接力传承、坚守初心与不

断奋进的有效统一。由于老红军们年事

已高，今年已有多位相继离世，见证过百

年峥嵘岁月的老红军越来越少，抓紧留

存“健在老红军红色记忆”的任务艰巨，

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永远的丰碑——

健在老红军的红色记忆》以丰富的史料、

真切的故事、感人的画面，生动体现了党

团结带领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顽强

奋斗、不懈探索的百年红色历史，是国内

外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故事和中国红色

文化的重要参考，可以成为党员干部群

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传承革命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读物。

血
脉
中
传
承
的
红
色
基
因

■
袁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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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诸 多 关 于 解 放 战 争 中 辽 沈 、淮

海 、平 津 三 大 战 役 的 学 术 著 作 与 文 艺

作品里，有的偏重历史大势的勾勒，有

的 偏 重 战 场 细 节 的 描 摹 ，可 谓 精 彩 纷

呈。历史学家金冲及的《决战：毛泽东、

蒋 介 石 是 如 何 应 对 三 大 战 役 的》（三

联 书 店）则 以“ 战 略 ”为 视 角 ，聚 焦 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雄 才 大 略 ，深 度 探 讨 了 这 段 史 实 与 启

示 ，以 新 颖 的 方 式 讲 述 了 三 大 战 役 的

伟大胜利。

本书详细讲述和分析了敌我双方

的博弈过程，在较量中显出高下。在三

大战役中，毛泽东因为敌人的战略动作

而改变自己战略决策的情况并非没有，

但是极少。正像书中说的，毛泽东的战

略思想并不是在决战之初甚至决战之

前就全都制定好，然后一成不变的，而

是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形成、随时调整

的。毕竟，敌情要在战争实践中进一步

掌握，战场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不可能尽

数预知。只是，对手的行动与计谋在这

个逐渐形成、随时调整的过程中起到的

作用反而比较小。在 4 个月零 19 天的

战略决战中，唯一一次因敌方战略动作

影响到毛泽东战略布局的，是从 1948 年

10 月中旬到 11 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徐蚌

地区进行的战线收缩。敌人的这个动

作汲取了辽沈战役失败的教训，也的确

给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战

术的实施增加了一些困难，而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决策者及时应对，立刻实现了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统一指挥

下的联合作战。

毛泽东部署三大战役战略的根本

特 点 是 实 事 求 是 、辩 证 思 维 。 正 像 书

中引用粟裕将军所讲的那样：“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

制定三大战役的战略都是从客观实际

出发，做当前客观条件下能做、须做的

事 ，做 最 能 让 客 观 条 件 越 来 越 有 利 于

我 方 、越 来 越 不 利 于 敌 方 的 事 。 他 特

别 重 视 一 线 指 战 员 们 的 见 解 和 主 动

性 ，因 为 一 线 指 战 员 离 战 场 的 客 观 实

际 最 近 ，对 战 场 的 客 观 条 件 掌 握 得 最

及时；同时，他的眼光又超越一线指战

员，看到战争的大局、全局、新局。他

多谋而善断，在情况还不清楚、条件还

不 具 备 时 绝 不 匆 忙 做 出 判 断 和 行 动 ，

而 一 旦 根 据 充 分 的 事 实 得 出 了 判 断 、

形 成 了 决 策 ，就 绝 不 因 为 细 枝 末 节 的

变 化 或 一 时 的 状 况 而 动 摇 、改 变 。 他

善 于 在 诸 多 矛 盾 中 紧 紧 抓 住 主 要 矛

盾，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困难，达

成 战 略 目 标 。 他 善 于 看 到 事 情 的 本

质，从底层逻辑思考问题、指导行动，

力求每一个战略动作都取得实质性的

战略推进。

在 人 民 解 放 军 兵 力 、装 备 等 方 面

都 不 如 国 民 党 军 的 情 况 下 ，毛 泽 东 和

其 他 领 导 人 就 抓 住 稍 纵 即 逝 的 战 机 ，

果断决定在东北进行主力决战。毛泽东

看的从来不是“静止”的兵力对比，而

是在实践中变化的、动态的、全面的实

力对比。这个思路体现于毛泽东指挥

解放战争的始终，从“存人失地，人地

皆存”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他的战略

特征始终是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稳健

进取、制敌于先。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在 三 大 战 役 中 的

战 略 强 烈 反 衬 了 毛 泽 东 战 略 决 策 的

智 慧 。 从 书 中 的 材 料 可 以 看 出 ，蒋

介 石 应 对 三 大 战 役 的 战 略 特 征 大 致

经 历 了 从 盲 目 自 信 、犹 豫 不 决 、赌 徒

情 绪 到 绝 望 消 极 四 个 阶 段 。 辽 沈 战

役 之 初 ，他 盲 目 地 认 为 这 是 取 得“ 剿

匪 ”最 后 胜 利 的 一 战 ，但 很 快 就 因 战

况 出 乎 他 的 意 料 而 陷 入 犹 豫 不 决 的

状 态 ，表 现 在 战 略 上 就 是 在“ 退 ”与

“ 守 ”之 间 摇 摆 不 定 ，结 果 是 大 量 的

精 锐 部 队 被 消 耗 在 关 外 。 这 种 章 法

混 乱 、自 相 矛 盾 的 指 挥 延 续 到 淮 海

战 役 中 ，也 导 致 了 黄 维 兵 团 的 全 军

覆 灭 。 就 在 黄 维 兵 团 危 在 旦 夕 的 时

候 ，蒋 介 石 的 心 态 从 犹 豫 不 决 发 展

到 了 赌 徒 情 绪 ，孤 注 一 掷 ，寄 希 望 于

以“ 奇 迹 ”翻 盘 ，但 奇 迹 没 有 出 现 ，蒋

介 石 最 终 陷 入 了 绝 望 。

书 中 讲 述 了 一 个 细 节 ，就 是 蒋 介

石在 1949 年 1 月 15 日的日记里关于人

民解放军解放天津的胜利只写了一句

“ 已 于 今 晨 突 入 天 津 市 内 ”。 没 有 评

论，没有思考，也没有对策。那天是星

期 六 ，按 他 记 日 记 的 惯 例 ，当 天 应 写

“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

课目”，却都没有写。由此看来，作为

国 民 党 军 队 的 独 裁 者 ，蒋 介 石 此 刻 已

经 无 法 可 想 了 ，只 能 指 责 部 下 不 听 他

的命令、没有忠勇精神，而且这一指责

就 指 责 了 几 十 年 ，直 到 他 去 世 。 蒋 介

石 的 表 现 虽 然 看 起 来 很 荒 谬 ，但 并 不

是 一 个 特 例 。 读 德 国 历 史 就 会 发 现 ，

希特勒在二战最后阶段其实也有类似

的 表 现 ，这 其 实 是 战 略 思 维 偏 误 的 必

然后果。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站在了历

史 大 势 的 对 立 面 ，而 且 遇 到 了 毛 泽 东

这 位 更 高 思 维 层 面 的 战 略 大 师 ，其 结

局必然走向失败。

从 二 者 在 同 一 时 期 的 战 略 对 比 ，

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毛泽东在战略上

的高超之处。唯物辩证法是最明快的

哲学，也是最有力的哲学，真正掌握和

运 用 这 个 哲 学 是 项 艰 苦 伟 大 的 事 业 ，

更 须 有 坚 定 的 信 仰 、强 大 的 意 志 和 广

博的情怀，而一旦实现，就达到了高超

的 思 维 层 面 。 我 们 说“毛 主 席 用 兵 真

如 神 ”，神 就 神 在 真 正 做 到 了 实 事 求

是、辩证思维。

读罢《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

应对三大战役的》，掩卷深思，正像习主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

为 什 么 能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无

数的革命、建设、改革成就，归根到底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战略智慧基于真理力量
■李明晖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