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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
些家庭成员，如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姨、姐
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并
希望我也参加。”陈伟华在文中说，“首先
学的著作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
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星期天用上
午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
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父亲在信
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
我，先通看一遍，然后再看哪几页，对哪
几页必须细读。凡遇有一点疑问都记下，
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陈云长女陈伟力也记得，有一次她
与父亲讨论了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
父女两个争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
后也没弄清楚。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后，
特地把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
请到家中，请教了这个问题。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也是陈
氏家风的一大特色。据曾任陈云秘书的
朱佳木回忆，全国解放初期，陈云担任中
财委主任，于若木当时也在中财委机关
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
班，但于若木同志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
去机关，没有搭过他一次便车。”

之后，于若木调到中科院工作，单位
在香山，平时住在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
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改革开放后，有
人就此事采访她时她回答说，“我们的家
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
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不搞特殊化。”

1968年，陈云之女陈伟兰被分配到
西藏。据她回忆，在去西藏之前有人曾给
她出主意说，可不可以让她父亲跟领导
同志讲一讲，别去西藏了。“那时我也很
天真，回去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
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
去。”她说。

“父亲常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做
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
一个普通人，不能以革命功臣的子女自
居。”陈云之子陈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20世纪80年代，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时，
陈云正洗手准备吃饭。看到陈方后，陈云
顾不得吃饭就把陈方叫进办公室，告诉
他当时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
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

“这方面你得注意，而且不能跟他们一起
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
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才让我回
去。”陈方在文章中说。

陈云这样的教导，一直传到孙辈。
“爷爷从小教育我们为人要低调，所以我
从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就从来不
会跟同学们说我家里的事，我的同学也
都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陈云的外孙女
陈怡初也在回忆他的文章中说，直到
1985年，自己用毛笔写下“祝爷爷长寿”
并送给陈云的照片，被刊登到《中国少年
报》上时，她的同学才看出端倪。

“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陈云同志
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个好家风，说到底，
首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作风，凡要求

别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经做到的。”朱佳木
在《陈云家风》的序言中写到。

陈云家风再出版

时间回到2014年9月25日，当骆振龙
拨通朱佳木的电话时，他还没想到这次
的图书策划，要以“家风”为主题。

“当时只是因为在编辑陈云的系列
图书后，对他有一颗敬仰之心，所以想在
陈云诞辰110周年之际，为他做些事情。”
今年已有60周岁的骆振龙，2015年8月将
从出版社退休，因此他并不想给自己的
出版生涯留下遗憾。

骆振龙说，他在与朱佳木通完电话，
并请示陈元得到许可后，就在2014年10
月份到北京，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
研部商量出书事宜。

当时恰逢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对陈云
孙辈进行采访，想做一个关于陈云的纪
录片。而陈云孙辈们讲述的陈云记忆，是
2005年版《陈云家风》中所没有的。再联
系到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反腐和八项规定
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的强调，
骆振龙才有了以家风为主题的策划方
案。

长期担任陈云秘书工作的朱佳木，
对陈云家风也颇有感触。朱佳木在为《陈
云家风》写下的序言中说，组织和较早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胸怀
国家与民族兴亡，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
为己任，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愿为中国

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
人。因此，当他们在组建家庭、有了子女
后，往往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
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员，从而形
成革命的家风；当革命胜利、共产党取得
全国政权、他们成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后，……会自觉、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权
力，并通过言传身教和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们也能
做到谦虚朴实、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
纪守法、勤俭节约、助人为乐，从而保持
革命的家风，为普通人家梳理榜样。”

“在所有这样的家风中，陈云同志的
家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范。”朱佳木这
样写到。

在这样的主题之下，骆振龙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陈云和
陈云家风，“不想做过分的宣传，也不希
望刻意地拔高。”他说，只有把真实的陈
云及其家风反映出来，才能让大众真正
受到教育。

陈云夫人于若木、陈云子女及孙辈，
以及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众多关于陈
云作风及家风的内容，在这一主题下汇
聚成流。

“孙辈们关于陈云的回忆是新的内
容，还有一些是新写的回忆文章，即使有
些回忆文章曾在别处发表过，放在这个
主题下也是新的角度。”骆振龙说，“在新
时期，通过多个角度展示陈云家风，效果
才会更好，对我国当下的家风家教，也才
更有价值。”

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家教：

娇娇生生惯惯养养哪哪能能有有成成就就的的希希望望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消失的济南七家村

“老济南”或许知道，济南曾经有一
个叫“七家村”的地方，因居住着当时十
分著名的七位教师而得名。

七位教师中，于若木的父亲于明信
就是其中之一。

6月2日，记者从护城河沿着解放路
向东走不远，南侧便是原七家村一带，而
如今已是居民楼、商业楼林立，是一片繁
华的商业区了。

记者问了众多路人，都不知七家村
在哪。就连住在当地的住户，也不知道所
住之处就是曾经的七家村。

在附近，记者找到一条叫“七家村
路”的地方。翻开史料，有文字这样记载
到：“七家村作为一处名正言顺的村街，
最早出现于1934年《济南市政府市区测
量报告书》。而关于七家村名字的由来，
有着两种说法，一说，最早来此建屋居住
的是祁蕴璞，此后，又陆陆续续有祁蕴璞
的几个好友来此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
小村落。但因祁蕴璞是最早定居于此的
住户，此村便以‘祁家村’命名。后来，又
因此处固定居住着当时十分有名的七位
教师，而被人们译称为‘七家村’，由此延
续使用。另外一种说法是，约是1917年，
便有七位教师相中了此处，1919年伊始，
这七位教师们陆续来此建房落户，因此
被称为‘七家村’。”

如今，“七家村”，人们已经无法从这
里探到一丝当年的味道。唯一证明它存
在过的，就是那历经改造而遗留下来的
一条向南弯曲长约百米的小街道———

“七家村路”。
七家村已经完全消失了。
然而，附近的黑虎泉依然喷涌。清澈

透亮的泉水，仿佛在“咕咚、咕咚”地诉说
着80多年前七家村和于家的故事。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年少时便在这
样的一条街道上来来回回地走过。黑虎
泉旁，也许还留着她年少时嬉戏、玩乐的
身影。

父亲创办正谊中学

1919年4月的一天，于若木在七家村
降生了。父亲于明信为自己的子女选择
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

“在七家村，因为早先住户是七位教
师，他们平时都在一言一行中影响并引
导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彼此见面谈论
的，都是以教育事业、心得体会为主，孩
子们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热爱学习的
好习惯。”济南文史研究者魏敬群告诉记

者，于若木的童年是在一片浓浓教育氛
围里度过的。

对于于若木来说，父亲于明信是一
位著名的教育家，曾一手创办了济南正
谊中学。

于明信出生在一个山东临淄的农民
家庭，在祖父崇尚读书的思想熏陶下，他
刻苦读书，18岁中秀才，补廪生，成为县
学生员。又于1904年，他考入山东师范学
堂，与同为民初四大教育家的鞠思敏、王
祝晨成为同班同学，并跟他们一起针砭
时弊，共讨国事。

1910年，于明信从山东师范学堂毕
业，此后便投身教育事业。仅1911年至
1917年的七年光景里，于明信先后任青
州初级师范学校校长、山左公学第三任
校长、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正谊中学
暂行代理校长等。

在外，于明信是一位秉持无为而治
思想的教育家，是学校的校长。但在家
中，于明信却采用“瞽叟”式教育方式，对
子女们的教育严格到不通情打理的地
步，平日对子女也是苛求管束。

于明信常说：“家庭教育，是有为而
治，越严越好，越不讲理越好，否则娇生
惯养的子女们，哪能有成就的希望呢？”

魏敬群这样理解于明信的这句话，
他认为：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影响总是潜
移默化的，父亲于明信虽然总是十分严
厉地教育子女，但是父亲身上的学识，却
是子女们仰望并渴望的高度，于明信是
著名的教育家，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儒
学。这对年少的子女都是有着深深的影
响与感染。

辗转求学路

路过老东门，沿着东关大街向东走，
不出一二百米便能看见有个向北延伸的
小街，顺着斑驳老旧的街道向北走两三
分钟，到一个小的十字路口，左手边西北
角是“济南市汇泉小学”所在，这便是80
年前于若木上小学的地方了。

历经四五次的整改，七八十年时光
的消磨，如今很多当地的住户都不知道，
汇泉小学曾经还有个古老而优雅的名字
叫“莪雅芳小学”。

1927年，于若木进入莪雅芳小学，就
读一年级。因其知识功底好，能够很好地
掌握老师授课的内容，于是只在此处读
完一年级，次年便转入了当时济南市教
学质量最好的一所学校——— 山东省立女
师附小。

当年的山东省立女师附小位于正觉
寺西邻，是1905年济南教养局附设的初
等小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为山东
省立第八初等小学校，1917年又改为省
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如今，这里是济南第八中学。据资料
记载，1955年在附小原址上建立了济南
第八中学。

山东省立女师附小距家遥远，于若
木当年能够在山东省立女师附小就读，
其实是因为当时于若木二姐于式金在此
教学，方便照顾。没想到，好景不长，由于
于式金工作调度，于若木也只在此读了
一年书，便又转入了当时一所教会小学
正德小学。

正德小学位于青龙街附近，现在名
叫青龙街小学。从七家村沿着青龙街向
北走，于若木十分钟左右便能到校。剩下
的四年小学时光，于若木便在这里度过。

1931年，于若木小学毕业，报考山东
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未被录取。

据于若木的同学董锡蕙回忆：“山东
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当时山东省唯一的
女子中学，学校面向全省招生，凡报考女

中的必须来济南参加考试。如果落榜，还
可以报考私立中学，当时济南有私立翰
美女子中学、懿范女子中学和淑德女子
中学。但因私立学校费用太高，父亲于明
信不准。于若木没能入学。”

没有办法入读中学，正值苦闷之际，
二姐于式金的一封信将于若木从苦闷中
解救出来。此时，正在益都四师附小教书
的二姐于式金，让于若木去她那里再读
一年小学，然后再考中学。看到希望的于
若木赶紧前往，一年后，如愿考入省立第
一女子中学。

本以为能在这里读完中学的于若
木，却因入学后的第二年暑假二哥于道
源的归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于道源本着让自己妹妹能够接受更
好教育的目的向大哥于道泉写信，希望
于道泉能够供三妹于若木在北平读书。
于道泉也是立刻就回信，同意了于道源
的建议。就这样，在大哥二哥的帮助下，
1933年9月，于若木离开了济南，北上进
入北平求学。

长兄的影响

中国有个说法：“长兄如父”，用在于
若木身上更是再合适不过了。

于家的长子道泉和三女若木相差18
岁。于道泉由于常年不在家，和家里的弟
弟、妹妹相见甚少，每次回家也都是“行
迹匆匆”。但这并不影响于道泉在弟弟、
妹妹心中的地位。

于若木在回忆长兄的一篇文章中开
头第一句就写：“我的长兄于道泉是我非
常崇敬的兄长，我的几位姐妹和二哥也
都十分敬重他。”

于若木在济南上小学时候，兄长便
已在北平。从北平回到济南，于道泉带给
小姐妹的唯一礼物就是《王云五小字
典》。

1933年，在两位哥哥的帮助下，年仅
14岁的于若木去北平求学，得以和大哥
相处一年之久。彼时，她还是一个尚未成
年的少女，或许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带着
对北平的憧憬，带着对大哥于道泉的敬
仰，于若木离开了济南。

于若木刚到北平，于道泉就开始教
她学习罗马拼音字母，也就是现在所说
汉语拼音。不仅如此，于道泉还教她阅读
国语罗马字母翻译的小说，如何将汉字
翻译成国语罗马字母拼音，此外还有英
语。在教授过程中，于道泉不厌其烦，反
复地教，直到于若木掌握读音为止。

在那个年代，汉语拼音远不如现在
如此常用。于道泉是汉字用拼音改革的
积极倡导者。

“于若木后来的性格、爱好的形成，
和哥哥于道泉一起生活的日子密不可
分。”魏敬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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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于若木，知道的人，
多数第一反应就是陈云的夫
人。仔细翻看于家家史，人们
还会发现，于若木的父亲是
那个年代的著名教育家———
于明信，济南黑虎泉畔曾留
下他和于若木的身影。于明
信在学校教育秉持“无为而
治”的理念，但在家庭教育
上，他认为应有为而治，越严
越好，否则娇生惯养的子女
们，哪能有成就的希望？这样
的家庭教育影响了于若木的
一生。

于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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