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2016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五

编辑：张九龙 组版：马秀霞

跟着中纪委去读书

抗抗战战家家书书：：
我我们们先先辈辈的的抗抗战战记记忆忆
本报记者 张九龙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信息交流的
主要工具，集文学、史学、美学、书
法、礼仪等元素于一体，承载着十
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尤其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就的家书，
其时代感更加突出和鲜明。抗战
将领、义士们视死如归，但他们也
有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他
们的坚硬与他们的柔软一样感
人。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
记忆》出版于 2015 年，也就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收录了左权、
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蔡炳炎、
谢晋元等抗战先辈近百封家书及
其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鲜活生
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 14 年
的抗战心灵史。其中既有热血男
儿从沙场写给亲人的绝笔，也有
严父慈母对子女的叮咛；既有兄
弟之间的同心同德，亦有恋人之
间的款款深情；既有战场的硝烟
炮火，也有乱世的颠沛流离……
国破家亡，民心凝聚，全民抗争，
精神屹立，最终迎来胜利。穿越历
史硝烟，重读这一封封感人肺腑

的抗战家书，足以令人动容。
这些抗战家书的原稿大多珍

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是珍贵的
历史见证。在《抗战家书：我们先
辈的抗战记忆》的阅读中，这些七
十多年前的信件给人最大的感受
便是扑面而来的历史感，仿佛穿
越到七十年前的炮火硝烟之中，
与战场上的将军士兵一起经历大
战，看到战乱中的人们颠沛流离，
看到兄弟父子祖孙夫妻生离死

别，咫尺千里。在这些原始信件面
前，不用多说什么，你只需要去感
受这故纸里的温情，感受那段历
史就行了。

那真是一个壮烈的时代，战
场上的官兵，无论将军还是士兵，
提笔写下遗书，捐躯赴国难，很多
人从此再没有回来。甚至有些信
是随身携带的，还没来得及寄往
家乡，写信人已经战死沙场，比如
戴安澜将军。张自忠将军在遗书
中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
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
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
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
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
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
烂，决不半点改变。”每每读到这
封遗书，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一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鲜为人知的历史
与人生。不同于官方正统的历史，
它记载的更多的是历史的细节，
是个人的带有温度的历史。在家
书里，史书中叱咤风云的将军展
现出他们儿女情长的一面，比如
左权、吉鸿昌、谢晋元、蔡炳炎。去
细读这些家书，你也能发现不少
历史的罅隙里，有着更为丰富的
信息。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湘
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李鸿章、左
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
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
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
文正。

清代，两江总督一职，差不多
管着半个中国，辖区是中国财富、
人文之重心，含江苏、江西、安徽
诸地。此职又几乎是“全权”，集一
切人权、物权、财权于一人，可谓
权倾朝野。然而，这么一个站在权
力巅峰的人，却没有丝毫的骄奢
淫逸，同时严格约束家眷和后代，
形成了良好的家风。

今天我们了解曾国藩的家
风，主要是通过《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
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
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 30 年的生
涯。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
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
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
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
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
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
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
到了极点。他说：“谚云：‘吃一堑，
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
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
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
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
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

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
未 有 不 兴 ，骄 奢 倦 怠 ，未 有 不
败。”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
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
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

“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
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
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
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
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
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
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
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
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
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
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

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
平淡家常中孕育真知良言，具有
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
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一部
家书中又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
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
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
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
作风。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
言“三不朽”之说，《曾国藩家书》
中通过教读书、做学问、勤劳、俭
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
面，展现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他的家
书句句妙语，讲求人生理想、精神
境界和道德修养，是为人处世的
金玉良言。

寻找中国好家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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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干部不会自然而
然产生。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
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
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
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
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
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
白为官。

党性修养是指党员自觉的、长期的、全面
的、艰苦的修炼和涵养，是一个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的过程。加强党性修
养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是在自觉学习理论中加强党性修养。
要切实做到勤奋学习，学以致用，要制定切实
可行的学习计划，以写心得、谈体会等形式及
时检查学习效果，力求做到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入耳、入脑、
入心、入行，坚决反对轻视理论、理论脱离实
际。

二是在自觉做好实际工作中加强党性修
养。要切实坚定理想信念，大兴求真务实之
风，把个人的抱负和价值与推进党的事业发
展结合起来，自觉用各种工作制度和工作标
准约束自身的工作行为，履行好自己的岗位
职责，坚决克服坐而论道、说空话假话。

三是在自觉遵纪守法中加强党性修养。
要切实强化纪律观念，严格法制规范，特别要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主动检查自己遵纪守法情况，坚决反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违法乱纪。
四是在模范践行党的宗旨中加强党性修

养。要当好人民公仆，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诚心
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坚决反对态度生硬、办事
拖拉、以权谋私。

五是在有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加强
党性修养。要积极参与党的组织生活，自觉接
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勇敢地同一切
不良作风作斗争，坚决反对对自己的错误视
而不见、知而不改和对他人的错姑息纵容、幸
灾乐祸。

六是在注重品行锤炼中加强党性修养。
品行是人的立身之本，更是干部的为官之要。
良好的品行是坚强党性的基础，坚强党性则
是良好品行的最高境界。要从政治品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修身固本，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明是非、辨美丑、知善
恶、懂廉耻。

“两学一做”辅导专题

加加强强党党员员
党党性性修修养养的的
基基本本途途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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