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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红色家
书背后的故事》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收录了五十多个作者的近百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辉煌历程。
家书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和追求进步的人士，既包括陶铸、邓子恢、帅孟奇、周扬、项南等老一辈革
命家，也包括陆更夫、竺清旦、吉鸿昌、左权等革命烈士，还有很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建设
和改革开放事业付出艰辛乃至生命的普通党员。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们的价值观与党的宗旨是一致的。
从他们留下的红色家书和感人故事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震撼、铭记，还有奋进的力量。
家书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共产党员同样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
与那些宏大叙事和其他文体相比，家书里所反映的恰恰是真实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
从这些家书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怎样克服各种困难，不断
取得胜利的。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对家人亲友的醇厚亲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内心的
矛盾和挣扎，都是鲜活生动、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不仅表现了家书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且折射出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争取
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从这些浸透着岁月沧桑的家书中，仿佛能够闻到各个时代的气息，进入家书当事人的内心世界。
阅读这些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就是在重温我们身边的历史，就是在重温我们党的历史。
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工具，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
由于它承载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家书文化绵延数千年，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形成了异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然而在信息时代，家书已成为需要抢救与保护的文化遗产。
几年前，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了抢救民间家书的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重视这项工作，并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家书文化陈列，率先成立了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这不仅丰富了人民大学的校园文化，而且是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贡献。
当前，保护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如何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华民族的复
兴大业服务，应当说还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家书文化中的讲真话、道真情原则，对于形成真诚友爱的人际关系，对于塑造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
对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从而改善文风和匡正社会风气不无裨益；家书文化中的追求真理、爱党
爱国、诚信奉献理念，对于培育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对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
在这方面，家书为全社会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套生动活泼的思想道德建设读本。
编辑出版《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因此，抢救征集民间家书，编辑出版优秀家书，大力弘扬家书文化，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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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收录了：五十多个作者的近百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辉煌历程。
家书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和追求进步的人士，既包括陶铸、邓子恢、帅孟奇、周扬、项南等老一辈革
命家，也包括陆更夫、竺清旦、吉鸿昌、左权等革命烈士，还有很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建设
和改革开放事业付出艰辛乃至生命的普通党员。
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们的价值观与党的宗旨是一致的。
从他们留下的红色家书和感人故事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震撼、铭记，还有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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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峥嵘岁月——为了心中的理想（1921-1949）陆更夫北伐途中写家书“农运大王”竺清旦异
域寄深情红军朱锡绍家书再现赤色邮路母爱封缄周平民、周健民兄弟携手赴国难吉鸿昌的绝笔家书韩
雅兰：不做时代的落伍者刘中新，家乡人民思念您符克：生为民，死为民周扬的家事左权：别时容易
见时难丝绸家书倾诉战乱之苦袁学群、李若茜的恋爱观追寻三叔冯庭楷的足迹穿着“长袍马褂”的解
放军罗士杰关于接管天津的点滴记忆1949年，袁志超渡江来信第二部分  建设豪情——与新中国一起成
长（1949-1978）王振乾：戎马倥偬不忘本陶铸写给我母亲的三封信关群、杨大斌情定新疆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牟宜之：大道如天任我行为了半个世纪的承诺战地情书美志愿军战士家书里的中秋节在父
亲的字里行间学会做人回忆妈妈帅孟奇见字如面语不俗乐更新、盛明华患难显忠贞由邓子恢来信引出
的故事冯忠莲临摹《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一个红娃的成长经历老布致小布家书红着出去，红着回来一
个普通职工家庭的家风怀念爸爸赵仲池第三部分  改革心声——亲历伟大变革（1978-2011）汤钦训：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钟敬尧海陆丰农民运动亲历记我印象中的项南同志谢湘：我们正在写一本大书袁振
民思亲记老红军李真的晚年生活你梦不算，我在放心争气的好儿王宗喜：感恩舅父何金慧永远活着如
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平凡而不平庸郑拾风与《南京人报》饮水思源一对翅膀杨进群教子育兵的故事科摩
罗的“南泥湾”手足亲，战友情征集家书、日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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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陆更夫北伐途中写家书【家书原文】希圣五弟：前在高安寄上一函，想已收到。
我在高安已住二十多日，现南昌（江西省城）已克复，三、二日后，我将到江西省城去了！
我们的军队由广州出发，我也由湖南、湖北到江西，将来不知能否到南京、上海。
南昌到汉口只需二日，汉口四日到重庆，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
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
父亲现在何处？
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
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
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
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
到南昌时再和你通信！
你读书的进度怎样？
你该自己管理自己！
敬祝母亲安好！
更夫  由万里外的江西【家书背后的故事】这封信写于北伐战争途中，信中希圣五弟即我父亲。
由于战乱，颠沛流离，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四川叙永家中。
这封信是我伯父陆更夫烈士所寄诸多家信中唯一幸存的遗墨、孤品。
正面是家信全文，背面还绘上了北伐战争进军线路略图，供家乡的亲人了解北伐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亲
人所在的方位。
地图旁边还用小字标注：“南昌文物‘滕王阁’被军阀所毁，实在可惜！
”体现了伯父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我的老家在鸡鸣三省的川南革命老区叙永县，这个边陲小镇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我爷爷陆晓晴，终生从教，奶奶是贤淑的家庭妇女，父辈兄妹七人，全靠爷爷教书度日，十分清贫。
我父亲陆德夫（名承志，号德夫，排行第五）生前一直珍藏着一封珍贵家书，也就是我的伯父陆更夫
写给他的家信。
1983年，我与叔父受四川省委党史办、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组的委托，赴全国各地，
调查采访陆更夫烈士生前的同事和战友。
在中组部、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下，我撰写的《陆更夫烈士传记》被中央和省市采用，并载人《中共党史人物传》中。
在采访中我才知道伯父是鲜为人知的我党早期革命家。
我的伯父陆更夫，190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
1920年考入叙永联立中学（现叙永一中）十二班学习，1923年考入高师联中（现四川大学）学习，同
年加入青年团。
在校受恽代英、肖楚女等老师的影响，创办了《心.波》、《红涛周刊》等刊物，宣传革命。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毕业，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做政治工作，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11月，身为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导员的陆更夫，在北伐转战途中，从江西高安给我父亲写了
一封家书。
这封家书虽然距今已80多个春秋，仍保存完好，字句清晰可见。
伯父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转战数省，最后胜利到达武汉。
1927年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工作。
当时，“陆更夫和陈毅是学校党的负责人”（徐向前元帅语）。
陆更夫时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主编《革命生活》日刊，曾任军校“讨蒋大会”筹备委员、特别总部
负责人，其间曾多次署名发表《斥蒋介石！
》、《再斥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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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校长到何处去了！
》等讨蒋檄文，轰动武汉。
1927年年底，陆更夫南征回广州，与徐向前、程子华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
陆更夫任教导团一连连长，带队攻打市公安局。
叶剑英元帅曾说：“陆更夫很有才华，能说会写。
”在广州起义中，陆更夫的女友郑梅先在战斗中牺牲。
他强忍悲痛，“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他带领战士们攻占了市公安局，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
”（黄克诚语）他们在海陆丰根据地与彭湃会合，成立了红四师，“徐向前是十团党代表，陆更夫是
十一团党代表，后徐向前任师参谋长，陆更夫任师政治部主任”。
1928年陆更夫受中央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1930年回国，先在中共北方局搞党务工作，后调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工作。
据我父亲回忆：1926年“大哥从广州、南昌等地寄回一些《晨报》、《创造社刊》、《中国青年》等
刊物，都是他认真读过，看完后又全部寄给我的，叫我好好学习，并告诉我要把它们收藏好。
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个靳鸣霄老师，是父亲的朋友，也是我幼年的老师，不久他去了上海，回叙永
后他曾告诉我说，1930年在上海，经常见到大哥出入于叙永同乡李铁夫的公馆。
李铁夫是川军24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他的夫人何彦庄博学多才，极有水平，经常有同乡、党员在他家
聚会。
因为他们属于进步官僚，支持共产党，对地下党人有掩护作用，比较安全。
靳老师说，他看见大哥随身带着许多美钞、港币，看来钱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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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图书。
打开岁月尘封的记忆，走进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
发现我们身边的历史，触摸先进群体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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