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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是联结家庭情感的纽带，是映照
家风建设的明镜。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
书，不仅仅是沟通信息的工具，更蕴藏着理
想、教诲和关爱。笔者阅读红色家书，深深
地被革命先辈家书中展现的人格魅力所吸
引。认真品读，纸短情长，风骨涵养，尽在
其中。

真挚质朴的慈爱柔情

红色家书中有牵挂，有关怀。一封封
书信，体现了革命者对亲人的关切和挂怀，
绵绵情意跃然纸上。

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
员的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几经周转，从
北京赶回湖南，接母亲到长沙治病。他写
信给舅父文正兴、文正莹说：“闻家母病
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
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
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
废离……”千山万水，也阻挡不了一个儿子
对母亲的思念和爱。百善孝为先，孝道已
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一封家书，
笔墨间流淌出对母亲深深的敬爱和惦念。

不少老一辈革命者一生戎马倥偬，与
亲人聚少离多。不过，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们也时常惦记着家人。陈毅在给子女的
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多温习功课，注意锻
炼身体。珊珊要听妈妈的话，丹淮要注意
增加体重。你们要劝妈妈多休息，她看书
太劳累了……”点滴之间，体贴入微。质朴
无华的语言，深切的叮咛，寄托着陈毅对妻
子儿女的关爱。

1982年元旦，彭真和妻子写给孙女小
妮一封信，鼓励她养成好习惯，努力做到“三
好”：“今天是一九八二年的元旦，我们祝你
新年快乐进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面
对亲人，铁骨铮铮的革命者也尽显柔情。

红色家书流露出的亲情是那么真实。
革命者对家人们饱含真挚的爱，温暖的家
庭滋养着内心善良的种子，给予他们力量，
最终转化成追求真理、奔向光明的动力。

春风化雨的谆谆教诲

红色家书中有教育，有勉励。一封封
书信，承载着革命先辈对晚辈的教导和鼓
励，谆谆教诲感人肺腑。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1954年被派往苏
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留学期间曾有悲观
的情绪。他在信中劝勉儿子说：“在你的来
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表现了一种
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
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
种情绪，必须力求转变，必须对一切抱乐观
的态度……”在信中，刘少奇还教导儿子要
主动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写道：“你必须了
解，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
督，而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
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女儿叶楚梅在苏联莫斯科财经学院求
学时，叶剑英教导她要在读书时就为建设
新中国做准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让
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
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
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

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
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
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谢觉哉1951年 1月写信给侄女谢谦
芳、侄子谢茂杞等人，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和
学习，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为建设新社会做
出贡献。他在信中说：“那想依靠个人比如
说依靠我，现在家里还有人是这样想，那是
错的。”

革命先辈对晚生后辈的教导、期望和
鼓励在家书中清晰可见。任弼时写信给女
儿任远芳说“望你更加努力学习，成为一名
优秀的专家”；徐特立写信鼓励女儿徐静涵
说“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
人更耐苦更努力”；朱德写信教导儿子朱琦
说“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
义如何建设”，等等。纸上的语言充满温
情，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

坚定不移的理想志向

俗话说：“不怕路长，就怕志短”，家风
建设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后辈做一
个有理想的人。红色家书中有决心，有志
向。一封封书信，展现了革命者积极向上
的追求，理想信念令人动容。

王若飞在给舅父黄齐生的一封信中写
道：“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未有寸报……
我之读宗教书籍，只是为知道当时及现在
人们的社会生活，怎样在思想上反映出
来。我们的哲学，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在
流动变化着。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
是要改造世界……”他在信中一方面感恩
舅父，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批
评其错误认识。家书不仅仅传递情感，更
有思想的交流，纠正家庭成员的错误认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革命者自身信念
坚定、立志改造世界的体现。

俞秀松于1920年3月给父亲俞韵琴的
信中写道：“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
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
博爱、互助、自由……”随信附上的是俞秀
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拍摄的照片。言
语间，可见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新思想、
体验新生活的信心和喜悦。1923年1月，
俞秀松写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决意从事军事
斗争的打算，他在信中说：“我之决志进军
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
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表
现出打倒军阀、解救劳苦大众的崇高理想
和坚强决心。

没有理想，生命会变得苍白。罗瑞卿
致信女儿罗点点说“要做‘大鹏鸟’，决不做

‘蓬间雀’”；罗荣桓致信女儿罗玉英说“为
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王稼祥致信堂
弟王柳华说“做个廿世纪的新青年”……革
命先辈在家书中表达理想和志向，激励自
己也勉励了家人。

以身作则的高度自律

红色家书中有正气，有风骨。一封封
书信，传递着革命者以身作则的正派。

罗荣桓在1949年12月给女儿罗玉英
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
为人民服务……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
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
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在信
中，罗荣桓以自身作表率，让女儿罗玉英更
深刻地认识到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杨开智是杨开慧的长兄，曾写信给毛
泽东，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或是推
荐他在湖南省从事更好的工作。毛泽东回
信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
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
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
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
难。”告诫他要坚持原则，不要搞特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给姐姐刘绍
懿写信，向她解释新中国土改政策，信中
说：“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
人养活你们的……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
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刘少奇在信
中还劝姐姐：“你们不要来我这里……我当
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
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他劝诫姐姐落
实政策，按政府法令办事。

革命先辈以身作则、自我约束，带头廉
洁治家。何叔衡曾致信义子何新九“我的
人生观，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
以愚懦子孙的”；陈毅致信哥哥陈孟熙“要
想办法，自力更生节约，千万千万告诫家中
人等”；吴玉章致信侄子林宇“好好地执行
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等等。
革命先辈始终保持作风正派，给家属树立
了好榜样。

红色家书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革命先
辈的心路情怀，同时也能让人对照检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
注重家风建设，以身作则，管好家人、育好
家风，才能更好地投身于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当中去，始终做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此时唐王朝虽然平
定了安史之乱，但地方上藩镇割据，朝廷中宦官
专权，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作为唐代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没有遇到大唐盛世，
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但白居易的出
现，又恰恰是中唐时代的一大幸事，让李白、杜甫
之后的诗坛不至于后继乏人，也让9世纪的中国
历史在文化艺术上多了一抹亮色。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敦儒学”的中小官僚
家庭。在重视门第的唐代社会，他可谓出身孤
寒。白居易幼时，全家跟随父亲的职务调动迁
徙。在父亲死后，家庭经济很快就陷入了困顿。
这也迫使白居易继承家业，走上由科举入仕途，
转任四方的人生道路。

在古代，对士大夫来说，宦游是他们的一种
主要旅行方式。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都在
官僚生涯中度过。一方面，做官保障了他过着比
较优裕的生活，让他所著诗文较少散佚，也帮助
他成为唐代作品存世最多的诗人；另一方面，宦
海沉浮也让白居易一生遭受了不少离别之苦。

白家郡望本在太原，至白居易曾祖白温迁至
关中下邽，为祖茔所在。白居易本人则出生于郑
州新郑东郭宅。据说不满一岁时，白居易尚在乳
母怀中，就已默识书屏下的“之”字、“无”字（《与
元九书》）。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白居易五六岁
始学为诗，9岁谙识声韵，为此后的人生打下了
基础。

符离：春风野草，苦节读书

白居易11岁时，父亲白季庚改任徐州别驾，
白家离开郑州，搬到了徐州以南的符离。徐州自
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符离是当时重要的运河枢
纽。这对拓展少年白居易的视野有着重要的意
义。当地的陴湖濉水、武里山村、草堂石桥、东邻
旧院，都被他写在了诗文里面。出仕为官后，白
居易多次返回这片故园，可以说符离就是他的

“第二故乡”。
在符离，白居易最难忘的还是那段勤奋苦读

的经历，还有少年的友谊与爱情。他与当地5位

年龄稍长的青年才俊，共同“苦节读书”，过着“昼
课赋、夜课书、间课诗”的生活。白居易的刻苦甚
至到了口舌成疮，手肘磨出厚茧的程度，眼中“瞥
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在今天
看来，应是用眼过度所引发的飞蚊症。这也为白
居易晚年多次提到的眼疾埋下了病根。多年之
后，白居易仍然与少时的同学保持着真挚的友
谊，共同把酒，怀念那段“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
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
酒”的美好岁月。

白居易还与邻家少女湘灵有过一段悱恻难
忘的爱情故事。“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
莲。”除了这首《邻女》，白居易还陆续为湘灵写过
十几首诗。湘灵家庭出身不高，在白母的坚决反
对下，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直到37岁，白居
易才娶了望族弘农杨氏之女。

长安：直言敢谏，长恨讽喻

长安成就了白居易的诗名。传说白居易早
在15岁时就来到长安，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顾
况。原本还在拿白居易名字打趣的顾况，读到那
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后，大为赞叹。从此白居易
在京城名声大振。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被后人所
怀疑。不过，白居易在长安崭露头角，是无可争
议的。白居易29岁在长安得中进士，“慈恩塔下
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在此期间，白居易结
识了元稹。长安也见证了元白近30年志同道合
的交谊佳话。

在长安，白居易直言敢谏。他与好友陈鸿等
人登临附近的游仙山时，感念玄宗与杨玉环的爱
情故事，几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由此，白居
易写下了千古名篇《长恨歌》，其中就隐含着对统
治者的批评和谏言。不久，白居易被擢升为翰林
学士，后改为左拾遗。作为谏官，白居易一面向
皇帝直言朝政利弊，一面写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
苦的诗作，如《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
当时的他可谓“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这些
讽喻诗无疑刺痛了许多达官显贵。

成也文章，败也文章，长安也是白居易遭遇

沉重打击的地方。相比于李白、杜甫等前辈直到
很晚才获得一官半职，白居易可谓年少得志。不
过，他也为自己的直言敢谏付出了代价，被外放
为江州司马。后世将这一事件视为白居易思想
和生活的转折点。实际上在长安任官的几年间，
白居易的心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正如他在诗中
所写：“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
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自题
写真》）

江南：乐天闲适，独善其身

44岁的白居易被贬江州，一时饱受沉沦之
苦。在这里，他创作了另一名篇《琵琶行》，琵琶
女的遭遇也是诗人自己的写照。

在巨大的失落与痛苦中，白居易寻求解脱之
道，儒、释、道的思想渗透进他的生活。在江州，
白居易多次探访庐山，寻访名寺道观，精神上转
向佛教的倾向日趋明显。他开始纵情于山水诗
酒，也拓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琵琶行》中说他“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
竹绕宅生”。对于南方多雨的气候，长期在北方
生活的白居易开始时并不适应。“自作浔阳客，无
如苦雨何。阴昏晴日少，闲闷睡时多。”（《霖雨苦
多》）诗中提到的“苦竹”，实际上也给了白居易生
活上许多慰藉。最早以“食笋”为主题的诗作就
出自白居易之手：“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久
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食笋》）还有山石榴、
山枇杷、菱角、樱桃、江鱼等食物，都为诗人提供
了生活的乐趣。这些食物与江州特产湓浦竹、庐
山桂、东林寺白莲等，都是白居易歌咏之物。

此后，白居易陆续改任忠州、杭州和苏州刺
史，有了主政一方的机会。在忠州，他组织人力
在城西开出一条山路，极大改善了当地交通。在
杭州修整钱塘湖堤，在苏州开凿了西起虎丘东至
阊门的山塘河。

对此时的白居易来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
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在忠州，白居易常在
城外的东坡种植花草。后世苏轼被贬黄州，有感
于与白居易相似的经历，自号“东坡居士”。在杭

州，白氏写下“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
堤”的名句。每当梨花开时，诗人所爱的当地特
产美酒“梨花春”也恰好酿成。在苏州，白居易屡
次游览太湖风光，对于苏州的长洲苑、灵岩寺的
美景，贡橘等物产，也多有诗词描写。

洛阳：诗酒文会，崇佛悟道

洛阳是白居易的归宿。晚年的白居易多次
称病乞假，在东都洛阳担任闲职，致仕后定居洛
阳，死后葬在洛阳。白居易在洛阳几乎度过了生
命中三分之一的时光。

白居易晚年居于洛阳履道坊，在今天那里不
过是一片普通的村舍。但在白居易的时代，却
是“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
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的精致园林。今天的考
古工作者确认了宅南的水池面积，证实了当年

“竹木池馆，林泉之致”的记载，甚至还发掘出了
“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的残石经
幢。白居易的履道坊宅第，在古典园林史上留下
了重要的一笔。

晚年居洛，白居易颇有沉湎享乐的一面。乐
天之乐，一为酒，宋人说他诗中“饮酒者九百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
炉”（《问刘十九》）；二为乐伎，白居易养了众多家
乐歌伎，其中姓名可考者不下九人；三为诗会，白
居易常常与刘禹锡、裴度等朋友进行诗酒文会。
他还与当时多位致仕官员在家中组织了“七老
会”，又在香山组织了“九老会”，赋诗吟唱，既醉
且欢。

洛阳的佛寺也成了晚年白居易的精神归
宿。经历了好友元稹的去世和独子阿崔的夭亡，
白居易晚年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白居易常拜
谒龙门石窟与寺院，捐资香山寺、重修藏经堂。
他还将自己的文集藏入江州东林寺、苏州南禅
寺、洛阳圣善寺与龙门寺，这可以视为他对自己
一生文化地图的回顾。公元846年，白居易去
世，走完了自己75岁的人生。他没有随父母兄
弟安葬在下邽祖茔，而是葬在了龙门香山寺如满
和尚的塔旁。

白居易通过诗笔，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唐代由
长安、洛阳到苏州、杭州，从帝王将相到普通民众
的生活全景。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残酷现实，又可以
看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闲情逸致；既
有“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的针砭时弊，又有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歌舞升平。
纵观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不妨以四季来比喻

他人生的四个阶段。少年符离苦节读书，有着野
草春风般的强韧。壮年任职长安，痛陈时弊，毫
不畏惧，如同夏日盛阳灼热。中年贬官外任江
南，乐天闲适，恰是气佳景清，秋光闲步。晚年居
洛崇佛信道，在寒冬时守护着生命的烛火。

人们常说白居易经历了从早年“兼济天下”
到晚年“独善其身”的转变。他一生经历了8位
唐朝皇帝，可谓看遍世事沧桑。白居易生前多次
自编文集，将自家的诗分为讽喻和闲适，并收于
寺庙，正是将“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
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
知也”。他将自己的矛盾，如实地记录在诗文之
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坦荡与勇气。

白 居 易 的 宦 游 人 生
●宋超

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生成的白居易踪
迹图。 资料图片

 

































































 

明代画家郭诩根据白居易《琵琶行》创作的
《琵琶行图》（局部），描绘了白居易与浔阳歌女邂
逅的场景。 资料图片

彭真写给孙女小妮的家书。 朱德写给儿子朱琦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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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短 情 长 见 家 风
●文德科

光彩夺目的服饰文化，折射着古代物
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勾勒出中华民
族连绵不绝的生活画卷

古典元素与现代创意的融合，给人们
带来了更多元、更新奇的审美体验，也助力
古老的服饰“正青春”

头戴簪花，手执团扇，衣袂飘飘……春
日融融，走在江苏苏州的大街小巷，身着传
统服饰的游客频频映入眼帘。他们探访园
林、水镇，感受江南古韵今风，也以身“入
景”，让人有历史穿越之感。近年来，随着
传统文化持续升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开始追慕霓裳之美。传统服饰成为不少人
塑造个性形象和生活仪式的一种选择。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
誉。各式传统服装，不止于美，更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反映着社会整体习
俗、思想、技术及其文化特征。秦汉服饰古朴
庄重，大唐服饰华贵富丽，宋明服饰娟秀精
巧，以及少数民族服饰各具特色……光彩夺
目的服饰文化，折射着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
的发展轨迹，勾勒出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生
活画卷。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服饰
文化一直是其重要篇章，从丝线经纬中可以
窥见文明之光、感悟文明魅力。

今天，饱含着时代记忆、文化基因的传
统服饰，在社交媒体传播、跨界融合等助推
下，由“小众”到“顶流”，焕发出璀璨光彩。
更多人“寻衣问道”，通过传统服饰承载的
人文内涵感悟锦绣中华的深厚底蕴。于是，
我们看到，融合传统与时尚的马面裙成为
许多人的“心头好”；新式汉服逐渐成为日
常穿搭；新中式纹样、香云纱等成为年轻人
喜爱的设计元素；越来越多人身着传统服
饰走在国外街头……人们通过服饰这一表
征化符号，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文化态
度，也深入传统文化内部，获得雨露润泽。传统服饰，成为表达文化身份
的一种方式，也见证着我们的文化认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日趋深厚。

传统服饰“走红”，是当代与传统的一场“双向奔赴”。人们穿着传
统服饰，从服装形制、织绣纹样中感受古典美、传统美；同时，越来越多
人喜爱传统服饰，也为传统服饰创新发展注入动力。有汉服爱好者介
绍，曾经汉服纹饰选择较少，如今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汉服热”带动纹
样创新，越来越多撷取自传统文化的特色纹样创新“绽放”，让传统服饰
更加熠熠生辉。比如，在山东曹县，有商家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皮影
成了马面裙的花纹，柳编被做成汉服的配饰，木雕技艺用于搭配汉服的
发簪……古典元素与现代创意的融合，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元、更新奇的
审美体验，也助力古老的服饰“正青春”。

对传统服饰的青睐值得欣喜，但这种青睐不能只流于形式，更要深
入内在。比如，清代宫廷氅衣上的两只凤蝶，寓意喜相逢；传统服装上
的一字扣，承载着古人对于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认知与对自然的尊
重。读懂传统服饰背后这些“未尽的话语”，深入体会其中蕴含的造物
智慧、哲学内涵、艺术之美，才能真正品出传统服饰的文化味儿。如今，
许多公共文化教育项目正是着眼于此。比如，中国丝绸博物馆连续多
年举办传统服饰节，通过展览导览、专题讲座、汉服之夜等活动，创新阐
释传统服饰文化之美。更多这方面的努力，将助力人们更好走进传统
服饰的“百花园”，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奥义。

一件件服饰饱含文化悠长的意蕴，串联起绵延不绝的文化情怀。
春风之中飘逸摇曳，多姿多彩的传统服饰让锦绣中华的文化传承，始于
衣冠，达于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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