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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是段君毅”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重新谈起段君毅，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一位老革命家的一生，他和他的子孙们的故事，为什么在今天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触

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他给他们最多的，就是学费和书。为什么在多年后，

他留给儿孙辈的那些无形的东西，被他们视为无比珍贵的财富？他的长孙说，这些无形的财

富，能使他们“生活得平平淡淡、轻轻松松、心安理得”。

“我爸是段君毅”前，“我爸是李刚”们当深思。就像网友留言，“但愿段存让家的清白干

净能照亮现实。”

“我爸是段君毅。”
这句话，82岁高龄的段存让这辈子

从没对外人说出口过。
“他爸是段君毅。”
当有人这样介绍他时，别人听了后，

总是一副惊讶的表情。
1 月 4 日，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

走进河南省范县白衣阁乡白衣西街村这
个农家小院时，患腿疾的段存让扶着四
脚钢架从屋里挪着迎出来时，也是旁人
介绍说：“这就是段君毅的长子。”

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
院，屋内墙壁上挂着段君毅与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卢展
工深有感触，对段存让说，“……段君毅
同志这么赫赫有名，你们却一点也不搞
特殊，老段您干了一辈子也就是一个副
科级干部，儿子也就是个村干部，与普通
村民一样，住着这么简单的房子，用着这
样旧的家具，难能可贵，这与最近舆论直

指的‘我爸是某某’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名新浪微博网友如此留言：“但愿

段存让家的清白干净能照亮现实。”

熟悉的陌生人

段存让觉得，父亲对共产党充满了
坚定的信仰，“他们那代人真的都是舍小
家为大家，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也
没有今天的生活。”段存让也从来没听到
家人抱怨过父亲。

对于父亲的最初印象，即使段存让
非常努力地回忆，也只能把记忆拉回到
1937 年。那一年，抗日战争打响，他 8
岁。

那时，段君毅任中共泰西特委书记、
泰西行政委员会主任，组织发展抗日武
装力量，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

段存让跟着爷爷、奶奶及母亲，成为
随军家属，“都是租房子住，离父亲的部
队有二十多里地，一年也见不了两次
面。”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直
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那时候他军装上都是补丁，穿着

草鞋，随时处在战斗准备状态，很少脱
衣服睡觉，身上很多虱子。好不容易回
来看一次我爷爷奶奶，才会脱了衣服睡
一晚，大家都帮他抓衣服里的虱子。”
每次父亲回来，段存让既兴奋又怯生，
远远地瞪着眼睛，看着这个高高大大的
熟悉的陌生人。

鬼子扫荡的时候，段君毅有一次在
战争中身受重伤，遇到两次险情，还差点
丢命。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受父亲“牵
累”，家里的房子也被国民党毁掉。一家
人只能在外借住，他们没怎么享过段君
毅的福。 (下转B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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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的故事

是一把尺子

格评论

□张金岭

老革命家段君毅的儿子段存让，虽
然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也就是小县
城里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儿子还曾是下
岗工人。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段家却和普通
百姓的生活状态没什么两样，同样承担
着社会转型的成本，并没有因为家世显
赫，就成为那种占尽先机进了保险箱的
人。

这个家庭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人心，
是因为在当下，这实在是离我们的生活
经验太远了，离世俗社会的价值标准太
远了，这几乎是充满了古典意蕴的神
话。

今天我们回味段家的故事，其实是
在分享一笔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
不是用精致的语言写在纸面上供人观
赏的东西，而是那种革命一代追求的、
被段家融入到平民生活中的人人平等
的理想。段君毅那一代人，既是这种革
命文化的创造者，更是践行者。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像段君毅那
样对待自己的子女，这不能怪哪个人。
你不能要求一个人超越自己生活的现
实土壤，去按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准行
事，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道德上的
先行者。

但段家的故事，对于他们那一代革
命家庭来说是相当普遍的，翻阅一些传
记或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常常能读到类
似的生动记录。对于他们那代人来说，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就没有想到参加革
命是为了进入某个利益群体之中，没有
想到在这个利益群体之中成为最大的
既得利益者，更不会想到搞“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那一套。

一个人精神价值的确立，最终是由
环境氛围决定的。和段君毅那代人的成
长背景不同，我们现在的某些价值标准，
相当程度上是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背景下
确立的，段君毅那代人融入到血液中的
平等精神，事实上已经被很多人颠覆了。

不久前，我采访过一个退下来的地
级市主要领导，谈到一些地方的社会风
气，老人叹息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想
尽办法安排自己的子女，想尽办法把自
己的子女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老百姓
对这种情况其实是看得很清楚的，骂我
们是“集体世袭”。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要把段君毅
那代人创造的精神价值传承下来，靠道
德自觉已经很难了。

事实上，今天一些信誓旦旦要向先
进人物学习的人，其内心深处未必就对
先进人物那样认同，更不要说变成行动
了，这样的学习，最终换来的，可能是普
遍的道德虚伪。再也没有比失去理想更
可悲的事了。

现在一些人的荣辱观已经和段君
毅那个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段家的故
事，今天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会被视为
不识时务，尤其是对那些把“我爸是某
某”挂在嘴边的人来说，一定会视之为
迂腐——— 这正是我们时代最为悲哀的
地方。

正因为如此，段家的故事，应该成
为我们时代的一把尺子。每一个掌握着
公共权力的人，不管是大是小，都可以
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

□“我们不是调查团”

B06·观察

□“犀利哥”新传

B08·在人间

1965 年，在长春工作时的段君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