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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家书》（重庆出版社）一书，选

取车耀先、江竹筠、罗世文、朱世君、蓝

蒂裕等 20 位红岩英烈的家书，结合珍贵

史 料 ，通 过 对 烈 士 生 平 事 迹 的 再 次 梳

理 ，表 达 了 对 烈 士 们 深 切 的 缅 怀 和 崇

敬。这些家书，是红岩英烈们真情实感

的流露，也是烈士们向死而生的绝笔，

闪烁着热爱党、热爱祖国、追求信仰、坚

持真理、无私奉献等革命精神和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光辉。《红岩家书》为共产

党员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真实生动、

震撼心灵的思想道德教育读本，让我们

感受到强大的信仰力量，也为我们感悟

烈士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放大镜和显

微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注重家风和家教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红岩家书》中的车耀先被

捕入狱后将生死置之度外，通过写自传

的形式留给子女们寄语和希望，这也是

一个革命者对子女们最后的嘱咐。他要

求子女“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

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

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

这是车耀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的

感悟与肺腑之言，是一位身陷囹圄的革

命父亲对子女的殷切告诫，字里行间洋

溢着以国为家的真挚情怀。家书中所倡

导的“谦”“俭”“劳”品质，既是中华传统

美德所系，也成为车家后人为人处世的

朴素理念。正是由于这种美好品行的传

承，生在新中国、长在五星红旗下的一代

又一代车家后人才能够全面发展，投身

到各自的事业中。

真金不怕火烧，巾帼不畏严刑。朱

世君烈士档案中记载：“朱世君烈士自幼

秉性刚烈，不畏艰难困苦，勤奋致力于学

习，思想要求进步。”展现给后人的是一

个 意 志 坚 定 、敢 于 抗 争 的 巾 帼 英 雄 形

象。“请你放心，我已经作好思想准备。”

《红岩家书》中的朱世君这样告诉哥哥，

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她就做好了为

革命牺牲一切的准备。面对敌人的关押

与迫害，朱世君有一种天然的决绝。作

为革命者，她鄙视背叛，宁可牺牲生命也

不愿出卖同志，敌人想要朱世君开口比

登天还难。这是共产党人特殊人格的表

达，是愿把牢底坐穿的革命精神表现。

1949 年 11 月 27 日，重庆解放的前三天，

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渣滓洞看

守所的革命志士实施屠杀，朱世君倒在

了血泊之中。朱世君烈士短暂的一生犹

如一朵梅花，在严寒中散发出缕缕清香，

弥漫在天地之间。

“ 你 —— 耕 荒 ，我 亲 爱 的 孩 子 ：从

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

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

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

你 用 变 秋 天 为 春 天 的 精 神 ，把 祖 国 的

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这是红

岩烈士蓝蒂裕在狱中写给儿子蓝耕荒

的一首遗诗《示儿》。诗歌寥寥数语，

一字一句，爱憎分明，语言朴素，感人

肺 腑 ，催 人 泪 下 。 蓝 蒂 裕 烈 士 在 遗 诗

中要求儿子“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 祖 国 的 荒 沙 ，耕 种 成 为 美 丽 的 园

林”，字里行间的舐犊深情令人动容。

其 中 既 有 壮 志 未 酬 的 遗 憾 ，也 有 共 产

党人对明天的美好期盼。全诗围绕儿

子“耕荒”名字展开，表现出革命者的

豪 情 与 无 畏 ，表 达 了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对

后代人的殷切希望。蓝蒂裕虽然牺牲

了 ，却 为 后 人 留 下 了 一 份 诗 化 的 红 色

家 风 家 训 ，也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革 命 理 想

和信念。

这些烈士们的家书，生动展现了共

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文 献 价 值 和 现 实 意

义 。 红 岩 精 神 同 井 冈 山 精 神 、长 征 精

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读过《红

岩家书》，让我们不仅对红岩英烈们充

满敬意与缅怀，更能汲取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力量。

感悟红岩先烈的家国情怀
■铁世华 牛 凯

“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

书。”秋天的夜晚，静静品读唐代诗人

刘禹锡的佳句，不知不觉中，仿佛又置

身记忆中遥远的时光。夜虫唧唧，灯

火摇曳，那是年少时在秋夜阅读的美

妙记忆。

与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儿时秋天放

学回到家，我丢下书包不是去摘棉花、

掰玉米，就是割水稻、打芝麻、刨红薯

等。到了夜晚，父母还忙碌在田间地

头，常安排我到打谷场去看管那些晾晒

的稻谷，这便是我最期待的读书时光。

深夜，点起马灯，拨亮灯芯，坐在茅草棚

里读一本借来的书籍，或散文诗集、或

历史小说、或红色名著。我如饥似渴地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那份欢喜、那份

满足，是我童年惬意而充实的独特记

忆。读累了，揉揉眼，伸伸懒腰，走出茅

草棚，空气里飘荡着庄稼成熟的芬芳，

虫鸣伴着犬吠，点点灯火闪烁在朗朗月

光下……突然发现生活的小村庄处处

清风明月、诗情画意。

宜人的秋夜，轻轻地握一卷诗书，在

那暗黄的纸页、错落的文字里流连忘返，

听那些跳动的音符，在心底奏着潺潺乐

章，便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恩泽，不辜

负这奇妙的夜晚。就这样，年少时的很

多个秋夜，我都在温馨的阅读中，在淡淡

的书香里探寻那五彩缤纷的世界，并渐

渐长大。

后来，我走进了激情似火的军营。

紧张的训练之余，我时常怀念秋夜打谷

场茅草棚阅读的经历，想家念亲的滚滚

热泪，时常打湿枕巾。好在我们炮兵部

队，几乎每年秋天都到远离城市喧闹的

地方进行野外驻训。面对天高云淡、层

林尽染的美景，随心所欲的秋夜阅读，

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

虽然训练十分辛苦，但我从未放弃

每天坚持阅读的习惯。或许凭着这份

执著与韧劲，几年后我被破格提干。此

后，每到金色秋光、厉兵秣马的日子，无

论工作再忙、时间再晚，我也要静坐在

帐篷里，借着柔和的灯光，打开一本喜

欢的书。肆意阅读的惬意犹如尘封多

年的一坛老酒，香的韵味在秋风、明月、

虫吟和战友们香甜的酣睡中徐徐飘散

开来。读累了，步出帐篷，感受皓月当

空和远山如黛的夜景，回味着书中曼妙

的文字和动人心弦的章节，倍感神清气

爽、心旷神怡。

三年前，我怀着无限的眷恋与不舍

告别了军营，转业到了地方工作。每当

小区的草木披上一层厚重的秋意时，

“青灯有味似儿时”的满满诗情，总是在

不停地撩拨着我归乡的心。于是每年

的秋天，我风雨无阻驱车数百公里，奔

向故乡，投入秋天温暖的怀抱。

昔日的打谷场、茅草棚如今已被平

整宽阔的水泥路面和整齐的楼房取代，

老屋一角仍旧堆放着我从小学到中学

读过的旧书籍。虽然这些书有的书页

泛黄、斑驳起皱，有的还被小虫啃噬得

不成样子，但我依然情不自禁放下手

机，乘着丝丝缕缕的秋凉，伴着虫儿的

欢唱，携一抹昏黄的灯光，展卷徜徉其

中，儿时甜蜜的书香不觉扑面而来。

秋灯一盏夜读书
■马晓炜

革命纪念馆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

因库，是传承党和人民英勇奋斗光荣历

史的重要场所，是展示中国革命伟大历

程和感人事迹的重要平台，是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主阵地，是感悟

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的主渠道，是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从前，如果有人想知道：国内有多

少革命类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各家

馆的具体情况如何，可能很难获得详细

准确的信息。现在，我们可以从中国国

家 文 物 局 主 编 的《中 国 革 命 纪 念 馆 概

览》（南京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找到答

案。在中央宣传部公布的 2021 年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中，我们也能

找到这部作品的身影。

2019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顺应时

代发展需要，成立革命文物司。北京、

上海、江苏、江西、福建、重庆等 1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市、县增设了

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革命文物司

在进行指导和推动革命纪念馆事业发

展顶层设计的同时，组织开展了革命纪

念馆专项调查工作。历经各地纪念馆

自主申报、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基

本摸清了全国 1600 余家革命类博物馆、

陈列馆、展览馆等纪念馆的发展现状，

并对全国革命纪念馆的情况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梳理和科学评估，获取了非常

珍贵的资料，准确客观地反映出全国革

命纪念馆的整体情况和精神风貌，在此

基 础 上 编 撰 而 成《中 国 革 命 纪 念 馆 概

览》一书。该书体例完备，编排清晰，涵

盖范围广，类型全面，图文并茂，是一部

集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

体，史料文献全面系统，内容权威专业

的工具书。

经权威部门证实，《中国革命纪念

馆概览》是全国首部全面介绍革命纪念

馆、博物馆行业发展情况的专业书籍。

该书收录的革命类博物馆、陈列馆、展

览馆等纪念馆共计 1341 家，大体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革命

纪念馆。二是纪念和反映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捍 卫 民 族 独 立 、争 取 人 民 自 由 的 纪 念

馆。三是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实证保

存、遗址维护等相关纪念馆。书中，每

家革命纪念馆都有单独的词条，内容包

含纪念馆的地址、主题、馆史等基本情

况，主要文物藏品和陈列展览，学术研

究与社会教育状况等情况介绍，并配有

相关图片。这些基本数据的采集截止

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该书在编排上也体现了简洁、方便

的原则，按照国家行政区划顺序进行分

类编排。同一级行政区内，按一、二、三

级馆排序。其次是与党史有关的纪念

馆，按综合馆、事件馆、遗址馆、人物馆

排序。最后是其他馆，其中综合馆按照

革命历史馆、革命烈士馆、其他综合馆

排序，同类型的纪念馆按照时间顺序排

序。无纪念馆名称的故居、旧址、陵园

暂没有收录。未对外开放的军事类博

物馆也没有收录。业内人士评价，这是

全国革命纪念馆最全的“家底”，是党史

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 国 革 命 纪 念 馆 概 览》内 容 翔

实 、图 文 并 茂 ，全 书 近 110 万 字 ，图 片

2000 余 幅 ，全 面 反 映 新 时 代 革 命 纪 念

馆工作成就，有利于文物保护机构、研

究机构查阅行业信息、进行工作参考，

有利于促进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

革命纪念馆、走进革命纪念馆、学习红

色文化。该书的出版为推动革命纪念

馆高质量发展，发挥宣传、检索和行业

指 南 作 用 提 供 了 依 据 ，更 有 益 于 充 分

地 发 挥 党 史 资 政 育 人 、增 进 文 化 自 信

的功能。

革命纪念馆“家底”盘点
■褚 银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图片制作：贾国梁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一心报国，深

研兵法，一有机会就上书献计策，也一

再受到重用，在南疆北疆不停转战。76

岁退休之时，朝廷赐匾“昭代儒将”，圣

旨曰：“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

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

然为诸将之首。”俞大猷命运多舛，一生

四为参 将 ，六 为 总 兵 ，七 次 受 辱 ，四 次

贬官夺荫，还有一次下狱。究其原因，

难 以 一 言 蔽 之 。 通 过 曾 纪 鑫 新 作《抗

倭 名 将 俞 大 猷》（宁 波 出 版 社）可 以 探

究其原委。

1562 年 冬 ，倭 寇 精 兵 围 困 兴 化 府

城。福建巡抚游震一边向朝廷急报，一

边就近向广东总兵刘显求援。当时，刘

显兵马主力正在江西平乱，只能率身边

700 来人驰援。次年正月，倭寇破城，血

腥杀掳。为此，兵部命戚继光、俞大猷

分别从浙江、江西入闽。二月，俞大猷

率 6000 兵马先抵达莆田与刘显会师。

据史料记载“大猷负奇节，以古贤

豪 自 期 。 其 用 兵 ，先 计 后 战 ，不 贪 近

功。”剿兴化倭寇战役中，俞大猷经实地

勘察，拟《为乞赐大举扑灭袭陷郡城大

伙倭寇疏》，提出的战略是“必设异常之

谋 ”，务 必 全 歼 ，而 不 可“ 急 功 之 心 为

之 ”，打 草 惊 蛇 ，让 其 逃 脱 ，死 灰 复 燃 。

新任福建巡抚谭纶理解其用意，十分赞

同。俞大猷与刘显在当地招募新兵，分

别驻秀山与明山。这时兵力为两万对

一万，明军占有明显优势，但俞大猷仍

然以守为攻，继续等待戚继光，准备一

举歼敌，却导致一些人误以为他怯懦延

误军机。直到四月十三日，戚继光率一

万新兵抵达福建福清。三支明军形成

绝对优势，戚继光给谭纶写信，建议“身

当 中 哨 ，刘 、俞 掎 角 ”，很 快 达 成 共 识 。

四月二十一日凌晨，谭纶下达总攻令，

势如破竹，仅几个小时便取得完胜。

当年五月，福建道监察御史李邦珍

上书指责俞大猷“赴援濡滞”，朝廷降旨

“大猷姑戴罪自效”。同年七月，谭纶在

《剿平倭寇叙有功人员恳乞录赏以励人

心疏》中强调说：“俞大猷弘廓深远，浑

厚老成，论兵如王翦大而非夸，驭众如

子仪威而不猛，灭倭有议制胜于未战之

先，坚壁如山破敌得万全之策，居然大

将之体久矣。”结果，谭纶、戚继光均升

迁，而俞大猷平级回到南赣。

俞大猷初任金门所千户之职时，针

对 官 员 玩 忽 职 守 、地 方 防 务 松 弛 等 问

题，给上司写了《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

用 兵 二 弊 二 便 书》《又 呈 画 处 官 澳 三

策》。不承想，佥都御史陈伍山毫不在

意献策内容，怒曰：“小校安得上书！”予

以杖击，并夺了他的官职。在家赋闲的

日子里，俞大猷并未气馁，继续研究兵

法。两年后，因为北部战事，朝廷要求

各地举荐优秀武士，俞大猷高兴地说：

“此吾灭胡报国时也。”福建唯有他前往

拜谒巡抚徐宗鲁。俞大猷自荐曰：“于

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

略，无所不究。”他唯恐错失良机，又变

卖家产亲自进京，直接给兵部尚书毛伯

温上书。毛伯温非常赏识俞大猷，将他

安排到西北宣大总督翟鹏手下。俞大

猷写《上宣大军门侍郎联峰翟公书》《再

上联峰翟公书》，就抗御鞑靼的战略战

术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翟鹏读后欣

喜 地 说 ：“ 南 人 乃 谙 战 阵 ，勇 士 复 识 诗

书，吾不当以武弁目之。”于是对俞大猷

以礼相待。从此俞大猷逐步升迁，位在

陈伍山之上。多年后俞大猷与陈伍山

偶遇，并没有记恨当年被杖责与免职之

旧仇，仍然以师长相敬。

在这本传记作品中，曾纪鑫从家庭

出身、战略思想、练兵治军、文字功底到

性格禀赋，多方面对俞大猷进行分析。

从中可见影响俞大猷生前身后之名的

主要因素，在于他顽强坚韧、敢于担当

的性格。与俞大猷差不多同时代的老

乡李贽评价晁错：“可谓之不善谋身，不

可谓之不善谋国也。”这话完全可以借

用来评价俞大猷。

回想兴化抗倭之战，如果不是按俞

大猷的战略事先严密围堵好，万事筹备

周 全 ，援 军 初 来 乍 到 一 星 期 就 展 开 决

战，很难那样神速、干净而彻底地聚歼

倭寇。俞大猷所起到的作用，也就不言

而喻了。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对历史

的贡献可以相提并论，时人称：“俞龙戚

虎，杀贼如土”。学者王扶生就作《俞大

猷戚继光合传》，而不分立。

通过这部《抗倭名将俞大猷》，我们

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位抗倭名将和

他的历史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

留下了丰富的军事论著，如《兵法发微》

《剑经》《洗海近事》等，这些著作具有较

强的历史文献和军事思想价值，值得我

们延伸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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