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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小区，如果说我们家
是“党史之家”，估计没有任何异
议，因为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祖
孙三代都与党史结下了深厚的情
缘：父亲忆党史，儿子 (我 )写党
史，孙子讲党史。
父亲出身贫苦农民，是一位

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的老兵。多年的军旅生涯，父亲饱
经战火洗礼，身上至今还留有三
块弹片。父亲曾参加过辽沈战役、
西南剿匪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
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第
三和第五次战役，可以说是一位
久经沙场的老兵。父亲转业回到
地方工作后，始终没有忘记他所
经过的那些峥嵘岁月，他把那些
炮火硝烟的经历看作是人生的巨
大财富！进入晚年以后，父亲对他
拥有的这笔精神财富更加珍视，
每逢家庭聚会，父亲都会指着镜
框里发黄的老照片，给我们祖孙
三代二十一口人回忆他的战斗故
事。父亲说：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
的艰辛历程，百年哪，得有多少故
事可以回忆啊！那么多的共产党
员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新中
国的诞生，来之不易！咱们无论到
啥时，也不能忘本！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党和
国家走过的那些沟沟坎坎！父亲文化水平
不高，他讲不出太多的大道理，但父亲知
道：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
下去，是无上光荣的职责！父亲退休以后，
受聘到附近的几所小学，成了一名校外辅
导员。父亲用通俗易懂的故事，鼓励孩子们
传承红色血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凡是
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夸他是一颗越老越闪
光的“平民之星”。只是父亲对自己身上的

“光环”并不太在意，这些年来，他不但没
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而且还拿出自
己的退休工资，偷偷地资助贫困学生。在父
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责
任、担当、本色和底色！

父亲所忆的党史故事对我的成长影响
很大，从小，我就喜欢读红色故事、看战争
题材的电影。参加工作后，我喜欢利用工余
时间写点豆腐块文章。三年前，我忽然想
到：既然我喜欢写文章，为什么不把父亲的
那些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呢？这也是一种党
史资料呢！我把父亲的那些党史故事记录
下来，写成文章去发表，可以让更多的人接
受红色教育，从中汲取力量，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说干就干，我利用双休日，争分夺

秒地整理父亲讲的党史故事。哪
里有记不全的，就随时向父亲电
话核实。父亲已是耄耋之龄，行走
不便且听力受损，但是他对我的
这种作法非常支持。他说你们这
一代人文化水平高，有责任把党
的优良传统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
去，代代受益！让孩子们看看我们
的党和国家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
的！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具体行
动啊！父亲的鼓励与支持，给我增
添了无穷的力量，仅仅两年时间，
我就整理出了30多万字的党史
资料。我把这些资料打印成书，由
父亲寄给他健在的老战友们，请
他们拾遗补缺，进一步完善。老兵
同志们对我的作法极为赞赏，他
们不但补充了很多遗漏的史实，
还寄来了好多当年的战争实物。
在这些老兵的帮助、支持下，我的
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一篇又一篇
党史故事从我的笔下流泻而出！
如今，70多万字的党史故事集书
稿已经完成，正在校对之中。尤为
可喜的是，我因撰写党史资料而
有幸调到了县里的党史研究室工
作，成了专业的“党史宣传员”！

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
所农村中学任教。学校开展党史宣教活动
后，儿子突然找到我，让我把我写的党史书
稿先打印出来，他拿到课堂上，变成了他在
全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地域教材！
到底是年轻人，脑瓜活，他把我写的党史故
事，变成了演讲稿、快板书、相声、评书、灯
谜等等艺术形式，后来，又变成了微视频，
寓教于乐，进行宣讲，从而扩大了党史宣教
的普及面，提升了党史教育的影响力。在儿
子的努力之下，全校一二三年级都成立了
党史学习兴趣小组，儿子还被学校推选为
德政课的“总督学”，负责校内16个班级的
党史宣教工作。儿子的口才很好，我撰写的
党史故事经过他的加工，再从他的嘴里讲
出去，真正实现了“二度创作”，更加通俗
易懂，入脑入心，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家
长们在班级微信群里纷纷为我儿子点赞，
有的家长还主动邀请我儿子到他们的单位
去上党课呢。一位学生家长是一家企业的
老总，他甚至请我儿子每周给他们的企业
员工上一节党史宣教课！

祖孙三代齐上阵，各司其职为党史！爷
爷忆党史，儿子写党史，孙子讲党史，祖孙
三代的“党史情缘”，也由此在我们那个小
区传成一则正能量的坊间佳话！

1983年前后，我父亲许正英在主
编《六安县文化志》期间，从南京高一
涵的孩子处得到了高一涵的两幅书法
手迹。父亲生前曾打算捐赠这两幅手
迹，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受赠单位而一
直未能付诸于行。

打开20世纪初被人们争相传阅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著名报刊，署
名一涵、涵、涵庐的文章比比皆是，字
里行间闪耀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光芒。
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曾与陈独秀、李
大钊并肩战斗的《新青年》编辑部的

“台柱子”高一涵。
八十年代初，为编地方文化志，父

亲曾数次去江苏，采访在南京工作生
活的六安文化界名人及其后人。重点
拜访了三个人，分别为时任江苏省民
革副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琫瑛
女士。夏是六安“一品斋”创办人夏均
安的二女儿；另一位是王孝楚的儿子，
王孝楚是民国六安四大才子之一，可
惜去世较早。他生前写过的很多六安
史料文章，很有价值，曾发表在政协文
史资料中；再一位便是高一涵的儿子
高宗沪。
在南京，夏琫瑛女士在她的办公

室接待了父亲。父亲又通过夏琫瑛找
到了高一涵、王孝楚儿子的联系地址。
父亲首先联系在南京做编剧类工

作的王孝楚之子，因种种原因，一无所
获。

有一年，在南京灵谷寺举办的画
展上，父亲看到张大千一幅大写意泼
墨荷花图，足有半壁墙那么大，异常醒
目。这幅画下面标注：高一涵捐献。
1942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高一
涵、张大千等8人组成国立敦煌艺术筹
备委员会，高一涵任主任委员，画的来
历或与此事有关。
父亲曾告诉过我，高一涵儿子高

宗沪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的一个巷
子内，他瘦高个子，年龄与我父亲相
仿。高宗沪是复旦大学学生，参加过抗
美援朝，后在西安工作，夫人在南京。
高宗沪曾想通过他的父亲关系调回南

京，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生活。但老爷
子没有帮忙。高宗沪只好辞去公职
回到了南京。高宗沪从家里找到了父
亲仅存的两幅书法手迹，送给我的父
亲。一幅是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
另一幅为毛主席诗词集联“江山如此
多娇，风景这边独好”，两幅字均有
落款，却没有印章，在我父亲要求
下，高宗沪从家里翻出高一涵的印
章，在两幅作品中加盖了印章。

我父亲几次去高宗沪家，期间
还拿到了高一涵民国时期出版的石
印诗集《金城集》和著作手稿《中国
言官制度》。当我父亲拿着《中国言
官制度》手稿准备走时，恰巧高宗沪
的夫人回来看到了，我父亲就承诺
说，手稿复印后，一定原样奉还。

那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父亲
带着手稿从南京赶到安徽省档案
馆，正复印间，馆长走过来，随手翻

看手稿，一怔，问：“这手稿从哪来的？”我父亲
便如实作了汇报。馆长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多
复印一份，作为馆藏，而且免收了父亲应交的
复印费。父亲再次去南京时，将手稿原件归还
给了高宗沪。
高一涵这两幅书法手迹的照片后来都收

录在《六安县文化志》和《六安地区文化志》上。
拜读《金城集》后，父亲还写了“将诗作史

纪干戈——— 简介高一涵和他的《金城集》”发
表于文史资料集，这是六安最早介绍高一涵
的文章。

我的好朋友高跃，与高一涵是宗亲。我从
他那知道高一涵思想文化研究会已成立。当
我将这个信息告诉侄女许秀秀时，她非常高
兴，认为完成父亲愿望的时候到了。秀秀是这
两幅手迹的持有人，2025年6月20日，“高一涵
书法手迹捐赠仪式”在市档案馆举办，许秀秀
将高一涵书法手迹捐给高一涵思想文化研究
会。手迹原件，永久保存于六安市档案馆。
至此，父亲的遗愿终于落到了实处。

红歌，是革命的火种，是时代的烙印，
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每
一次唱响红歌，仿佛都能穿越时空，回到那
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感受革命先烈的豪情
壮志。“七一”临近，我又回想起了老师教我
唱红歌的点点滴滴。
在小学阶段，老师最先教会我们唱的是

国歌。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的乡村
小学，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既没有琴房也
没有录音机伴唱，老师教我们唱国歌的时
候，先给我们讲故事，讲苦难的旧中国，讲炮
火连天的岁月，讲革命先烈推翻旧社会、建
立新中国的感人故事，让我们有所体会之
后，再一字字、一句句领着我们唱。经过一次
次示范、一次次校正，我们终于在老师的带
领下，学会了唱国歌。每当“起来，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的歌声响起，我们每个人的
脸上都写满了敬意。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
首歌，它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亿万人民共
同的心声。在国歌的引领下，我们仿佛能看
到无数先烈挥洒热血的身影，他们为了国家
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一切。
再后来，不同阶段的老师教唱

不同的红歌，我们陆续学会了《东方
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
唱祖国》等等一大批经典红歌。每一
首红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它们或
激扬、或深情、或振奋，无不展现出
中国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祖国
的热爱：它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波澜
壮阔的年代，想起了那些为了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不懈奋斗的人们；它
让我们明白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
领导，中国才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
荣富强，人民才能从苦难中获得新

生；它让我们学会了对祖国的赞美，对未来
的憧憬；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
希望的新中国，让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
下，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为了让我们对红歌有更深的体会，老师
还组织我们参加红歌大赛。在小学，我们以
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为标准；在中学，我们追
求歌唱的艺术之美，指挥、分声部等等，开始
做得有模有样；在大学，我们追求个性出彩，
服装、造型、背景都很想做得恰到好处，就想
以此表达对党的深情祝福，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可以说，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哼着一曲
曲红歌，走过了懵懂的小学阶段、走过了青
涩的中学阶段、走过了青春飞扬的大学阶
段，步入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大家庭……

如今，老师教我们唱红歌的日子早已
远去。但是，每一次听到红歌响起，我都还
会被深深触动。因为，这些歌曲，不仅仅是
音乐的享受，更是精神的洗礼，激发了我内
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它让我更
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更加珍惜眼前的幸
福生活。

七月的风裹挟着炽热，也捎来历
史的回响。当蝉鸣攀上枝头，党旗在
骄阳下舒展，读书便成了这个特殊月
份里最有意义的仪式。翻开那承载岁
月沧桑与革命精神的书籍，我仿佛触
摸到历史的脉络，感悟信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
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其中，党的创始人和早
期领导人功不可没，是他们星火燎
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奋斗，
抛头颅洒热血，才推翻封建统治、战
胜外来侵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是
什么样的信念让中国共产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呢？又是什
么样的机缘让一批民族的仁人志士
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呢？

由谢春涛主编的《入党：40个人的
信仰选择》一书，讲述40位中国优秀青
年为理想信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其中，既有老一代革命家朱德、叶剑英
等人，他们入党绝不是为个人的荣华富
贵；也有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邓初民
等人，他们一生追求救国救民，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他们进一步的追求；著名文
化人钱学森、华罗庚，他们申请入党是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
的豺虎，哪有推不倒的山岳？你只需奋
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

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
的了。”在《红船精神》一书中，如邓中
夏一样的共产党员或掷地有声、敢为
人先，或情深意切、敢于担当，或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展现了“红船精神”的
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以及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二战”著名

的战地记者西蒙诺夫来到中国。他对
中国共产党指挥的60万军队战胜国
民党80万军队感到惊奇，特地提出
要到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徐州进行实
地考察。当听说还有543万民工为解
放军织起一条条强大的补给线时，他
大为感叹：“这是人类战争史的一个
伟大的奇迹，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靠山》这本书中那些支前群众的伟
大奉献让人敬佩，他们为战争作出的
伟大牺牲，应该为后世知晓。

1962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的朱德重回井冈山。回望当
年在井冈山烽火岁月，他感慨万千，

提笔写下了“天下第一山”几个大字，
以此来为井冈山命名。《大河奔流》这
部作品，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将抽象
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见、可传
的人物与事件，生动且细腻地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长河的波澜壮阔，
为读者呈现一幅中国共产党人用信
仰与行动铸就的精神图谱。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实干，是一种极为宝贵且不可
或缺的品质，在新时代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意义。由任初轩编的《做新时
代的实干家》一书，围绕新时代实干
家这一核心主题，汇聚了诸多深刻且
具启发性的理论与评论文章，为我们
明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何为实干、
为何实干以及怎样实干，为广大党员
干部乃至每一位有志于为时代发展
贡献力量的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
引与行动指南。

在七月的阅读中，我不仅在汲取
知识，更在进行一场精神的洗礼。这
些书籍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精神，让我铭
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当七月
的夜幕降临，我合上书本，那些感人
至深的故事和闪耀着光芒的精神，依
然在心中回荡，指引我前行的方向，
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父亲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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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那本老相册深处，珍藏
着一张泛黄却意义非凡的照片：年轻
的父亲，胸前那枚党徽熠熠生辉，站在
公社的大门口，眼神中闪烁着那个特
定年代独有的坚定与光芒。这张照片，
宛如我们家红色血脉的源头，随着岁
月的长河潺潺流淌，逐渐汇聚成一片
深邃而赤诚的海洋。三年前的那个“七
一”建党节，当全家三代人中的第七位
成员在大学入党时，父亲郑重宣布：我
们的家庭党小组正式成立。

每年的七月一日，天刚蒙蒙亮，父
亲总是比往常起得更早。我时常透过

窗帘的缝隙，窥见他小心翼翼地从衣
柜的深处，取出那套仅在重要场合才
会穿戴的藏青色中山装，党徽被他郑
重其事地别在胸前，端端正正。随后，
他会在茶几上整齐地摆放好最新一期
的《求是》杂志。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仪
式，就是为了认真开好家庭党小组会。
父亲是建国后第一批在村里入党

的“老布尔什维克”。大哥大嫂、二哥二
嫂，则是在九十年代，怀揣着对党的热爱
与忠诚，相继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中
生代”的党员。而年轻一辈，更是带着新
时代的思想与活力加入了党的大家庭。
家庭党小组的会议，有着一套独

特而庄严的流程。首先，由父亲带领大
家，重温那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他那
略带颤抖却依然坚定的声音，总能让
在场的每一个人肃然起敬，心中涌起
无尽的崇高与敬仰。接着，是思想汇报
环节，每个人都要如实汇报自己半年

来的工作、学习情况，坦诚相待，毫无
保留。然而，最令人敬畏的，永远是接
下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环节。

二哥的“酒瓶子问题”，几乎成了每
次会议的固定议题。二嫂会拿出一个小
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二哥这半
年来的“醉酒事迹”：三月初，因为醉酒
错过了女儿的家长会；五月份，酒后失
言得罪了重要客户……父亲听着，眉头
越皱越紧，最后总会语重心长地说：“老
二啊，你这样子，怎么对得起你胸前的
那枚党徽？”这时，二哥就会像个犯错的
小学生一样，羞愧地低下头。而他的整
改承诺书，至今还贴在厨房的冰箱上，
时刻提醒着他要改正错误。

大嫂的“时尚病”，则是另一个典
型案例。去年，她为了买一个名牌包，
竟然挪用了母亲的养老钱。父亲在会
上严肃地说：“小张啊，你这种行为，往
小了说是虚荣心作祟，往大了说就是

背离了党的宗旨和原则。”说着，他拿
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让大
嫂当场朗读。那天晚上，我看见大嫂偷
偷将她那些名牌衣服收了起来。

然而，我们的党小组会并非只是
简单的“批斗会”。河南水灾时，父亲第
一个提议捐款捐物，老家修路时，我们
更是筹集了两万多资金。最让父亲欣
慰的是年轻一代的表现。去年“七一”
建党节时，刚入党的小侄子激动地汇
报说，他组织的“党史知识竞赛”在校
内获得了一等奖。父亲听完，眼眶微微
泛红，悄悄抹了抹眼角，然后把自己珍
藏多年的《毛泽东选集》郑重地送给了
他。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红色基因在
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当母亲终于端出她拿手的红烧
肉，宣布会议结束时，客厅里的气氛顿
时变得轻松而愉悦。二哥会主动给父
亲斟上一小杯酒，大嫂则忙着给大家
夹菜、盛汤。在这个普通的家庭聚会
上，锻造的是党性修养与家风传承的
完美融合。这种聚会既严肃认真，又充
满了温情与关爱。
饭桌上，父亲常常感慨地说：“咱们

家的党小组，就是要让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红色家风代代传
魏益君

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在新

时代新征程践行使命，广大党员干

部要细品百余年党史，深刻感悟中国共产

党历史征程中的苦、辣、甜，不断赓续红色血脉、

涵养忠诚之魂、锤炼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力

量，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党员干部新

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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