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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秀

欢聚时光，

其乐融融。不

久前，陆军某部干部李泽宇

的妻子郭竹青带着儿女来队

探亲。图为一家人漫步林荫

道，夫妻俩分享孩子们成长

趣事的温馨场景。

张志杰摄

定格定格

小手拉着大手

让指尖的幸福

洒满宁静的小路

让心中的骄傲

化作快乐的音符

让我们的笑声

绽放在此刻的团圆里

李学志配文

烽火家书

情到深处

在江西省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展陈着红军战士易冠美（乳

名：易观佗）写给母亲的 4 封家书。书信

虽已破损，但其字迹清晰可辨，凝结于字

里行间的家国情历经岁月沉淀，愈发滚

烫感人。

这 4 封信写于 1934 年 7 月的中旬和

下旬，时间间隔较短，内容较为相似。其

中两封，依然保存完整。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

儿在博生县（今宁都县）开到瑞京县

（今瑞金市）休息，一天后开到石城县屏

山圩。我在博生县、瑞京县共写家信两

封，不知大人可否收到？儿在外身体平

安，很好过日，家中不必挂念。家中事情

望大人切实维持，努力耕种，多种杂粮。

我在外面不知家中大小平安否？望大人

在家中保重自己才好，余不言尽。

儿易观佗 手书

1934年 7月 13日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

儿出外不觉两个月余矣，现在身体

平安，不必挂念。家中大小平安吗？现

今编制到少共国际师四十四团三营七连

三排九班当正班长。家中事情望母亲大

人调理。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围剿”，

争取革命首先胜利，余言难叙。

儿易观佗 手书

1934年 7月 31日

易冠美出生于 1908 年。他的弟弟

易鸿兴小他两岁，于 1929 年参加红军，

1931 年奉命去赣县购买枪支，返回途中

不幸被捕。敌人将他绑进于都河畔的一

个山洞，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易鸿兴严

守部队秘密，壮烈牺牲。

兄弟俩的母亲是革命互济会会员，

思想觉悟高，痛失幼子的她鼓励长子也

参加红军。胸怀为弟弟完成革命遗愿的

信念，1933 年，易冠美辞别母亲，毅然走

上前线，成为红军战士。

战火愈烈，思亲愈浓。父亲早逝，弟

弟牺牲，易冠美通过书信，传递着对母亲

的深深惦念。

易冠美给母亲写了 4 封信，每封信

都会关心母亲的身体情况，告诉母亲自

己在部队的近况。一位红军战士的热血

与柔情，跃然于纸上。易冠美所在的中

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于 1933 年 8 月

5 日在博生县成立。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少共国际师奉命开赴前线。他们的

首次战斗就打得十分悲壮，子弹打光了

就冲入敌阵拼刺刀，一人打不过敌人就

两个人一起上。战事惨烈，但易冠美在

书信中对自己所处险境只字未提。

收到长子寄来的书信，易母总是欣

喜中夹杂着担忧。幼子的牺牲，让她深

知参加革命的凶险。与此同时，她对长

子参加革命保卫中央苏区又满怀自豪。

1934 年秋，易冠美参加了松毛岭战

役。数年后，有同村参军的战友回乡，向

易母讲述：在这次战斗中，易冠美遭遇敌

机轰炸，当场牺牲，战友们通过一双针法

细腻的千层布鞋识别出他。

“临行密密缝”，那双千层布鞋正是

慈母送子征战的温情见证。长子也牺牲

了，易母悲痛欲绝。但她认为，兄弟俩的

牺牲是光荣的。新中国成立后，易母收

到易冠美的烈士证书。

易林发是邻村一个孤儿。1934 年

10 月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经历湘江战

役，在四渡赤水时受伤。他在老乡家养

好伤后与组织失去联络，后回到故乡。

经族人介绍，易林发成为失去两个红军

儿子的易母的义子。在易母撮合下，易

林发与易鸿兴的遗孀李润秀结婚。两人

所生 5 个子女，也成为两位红军兄弟的

后人。易书华就是其中之一，排行老大。

儿时，易书华常在半夜时分，看到祖

母从衣橱中取出一个铁盒，而后颤巍巍

地从铁盒中拿出书信。就着昏暗的油

灯，祖母一字一句地读，读着读着便泪眼

婆娑，读完还将信放在胸口。每逢春节、

清明节，她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诵读这

些书信。去世前，她反反复复叮嘱孩子

们：“这些书信是咱们家的传家宝，要保

管好。”

红色书信感染着后辈们，他们中有

8 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易书华的女

儿易克美于 2015 年加入以红军后人为

主体的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多年来坚

持随团奔赴各地演唱《长征组歌》。去

年，她又加入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开

始前往各地宣讲祖辈的故事。

易 书 华 去 世 后 ，铁 盒 传 给 了 易 克

美。锈迹斑斑的铁盒已腐蚀穿孔，4 封

书信也破损不全。闲暇时，易克美会打

开铁盒，向子女读一读这几封承载血火

记忆的红色家信。

2021 年 3 月，易克美和弟弟易克云

联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捐赠 4

封书信原件。这些书信是红军先辈革命

的光荣见证，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相信

会有更多人在品读中读懂蕴藏其间的革

命深情与家国厚爱。

历 久 弥 珍 的 家 国 情
■肖力民

迷彩军娃

那年，我送哥哥登上前往军营的大

巴。时隔多年后，哥哥又将我送上前去

军校的飞机。

儿时的一天，放学后从落叶轻舞的

室外走进家门，我就被哥哥身上那套崭

新的绿军装吸引。哥哥笔直地站在家

人面前，笑容灿烂。母亲从卧室拿出一

双刚纳好的鞋垫，放进哥哥的迷彩包。

“妈，不拿了。”“装着吧，妈纳的鞋垫厚

实，训练不磨脚。”说着说着，母亲抹起

了眼泪。接到人武部的通知后，母亲熬

了几个夜为哥哥赶制出这双鞋垫。“穿

上军装，做人做事就要有军人的样子。”

父亲一边叮嘱哥哥，一边把军被打成背

包样式。我也在一旁默默为哥哥收拾

起生活物品，鼻子突然酸酸的。

次日一早，我很早就起床送哥哥前

往人武部，还特意穿了一件绿色毛衣。

“哥，一定要注意身体。”哥哥笑着朝我

点头，眼眶却红红的。哥哥离家后，我

心里空落落的，以至有段时间不敢再穿

那件绿色毛衣。

每次哥哥来信，我都会迫不及待地

拆开，学着哥哥的腔调给父母读信。每

次读信，我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哥哥

对火热军营的热爱。果然，哥哥后来留

队转了士官。

有一年放暑假，我去哥哥所在部队

探亲。哥哥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宿舍楼、

训练场，齐整的内务、嘹亮的口号、铿锵

的步伐触动着我。我回家时，哥哥请了

半天假把我送到车站。站在身穿绿军

装的哥哥身旁，我心中充满自豪。进站

时，我学着哥哥的样子向他敬礼，哥哥

挺直腰杆向我回了个军礼。

几年后，我也穿上了绿军装。新兵

连的生活一度让我不适应。我给哥哥打

去电话，他平静地听完，鼓励我勇敢地坚

持下去。新训结束后，哥哥来探望我。

当他看到我利落的短发和被晒黑的脸庞

时，有些惊喜：“不错，有军人的样子了！”

当兵第二年，我决定参加考学。有

段时间我压力较大，哥哥一边宽慰我放

松心态，一边将学习资料寄给我，周末

还会为我做一个近期学习计划表。在

哥哥的鼓励下，我考上了军校。

去学校报到时，哥哥送我到机场。

登机时间到了，我给哥哥敬了一个军

礼，哥哥利索地向我回礼。而后，我向

左转，他朝右转。此情此景，亦如那年

我送他参军时那般。有段时间，走在校

园里，我常把同学误认为是哥哥，想象

着我们同穿军装比肩而行。不久，哥哥

却告诉我，他要转业了。

过年回家，我们拍全家福时，哥哥

拿出自己珍藏的那套军装。他说：“从

前你是军属，我是军人；现在你是军人，

我是军属了。”哥哥的眼神里闪过一丝

遗憾，流露出对军营的不舍与怀念。

军校毕业时，我荣立个人三等功。

当喜报送到家里时，我正巧休假在家。

哥 哥 抚 摸 着 奖 牌 ，细 细 端 详 。 我 说 ：

“哥，这个军功章里有你一大半。”哥哥

欣慰地笑了。休假快结束的一天下午，

哥哥突然问我：“你现在跑 3 公里需要

多久？走，比一比。”哥哥突然来了兴

致。跑步途中，我明显感觉到哥哥的气

息有些不稳。“不如你这个新兵了。在

部队时，哥最快跑过 10 分半。”想来，哥

哥的心又在绿色方阵中驰骋了。落日

余晖透过树叶，映照在哥哥和我的体能

服上，哥哥笑着，我也笑着。

这次归队，哥哥送站。挥别这位老

兵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兄妹相送的

场景。在相送相迎中，哥哥与我的军旅

路联结为一个同心圆。

相
送
相
迎

■
刘
芳
芳

我的爸爸是一位海军军人。我们

家也处处弥漫着海军气息，如爸爸英姿

勃发的浪花白军装照、橱柜里陈列的多

个护航纪念品。

大海，海娃心之所向、情之所往。爸

爸休假时，爸妈便会带着妹妹和我去海

边玩浮潜、划桨板。桨板在海面上勾勒

出丝丝波纹，海水在桨后舞动出细小的

漩儿。不一会儿，那些海水又轻柔起来，

与桨板微微撞出细碎的声音，让我不禁

萌发将手浸入海中的念想。但那一瞬，

我又突然紧张地问爸妈：“咱们划过防鲨

网了吗？”爸爸说：“别怕，有爸爸在。”

我还参加过海军军营开放日，登上

了一些舰艇。一次爸爸休假，带我参观

了科考船。在那艘船上，我参观了驾驶

室，观察了磁罗经等航海仪器，了解了

破冰船的工作原理。在与大海紧紧依

偎的科考船上，我想起了曾经参观过的

军舰，更为有一个海军爸爸感到骄傲。

洁净如海，平静似海。生活中，爸

爸也给妹妹和我立了许多规矩。如房

间要保持整洁、写作业时心神要专注、

行事要果敢。这些规矩，正逐步成为妹

妹和我的好习惯，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也

愈发井井有条。

大海、海军爸爸对我的熏陶是细微

而渐进的。在“海”的视界里成长，我愿

“名”如其人，做一只小小帆船，胸怀清

晰的航向徐徐前行。

向 海 成 长
■王一帆

那年中秋节前，陈玉洁坐在小凳上，

盯着正在洗衣服的滚筒洗衣机愣神，灵

感突然来了。她飞快跑了两步，冲进卧

室拿来速写本和笔，开始快速勾勒，然后

便是主体元素布局。

“我要是会画画，一定把你现在这个

样子画下来。”陈玉洁的爱人李同光说。

李同光是武警某部的一名军人。女儿糖

豆也扒在门框边，调皮地说：“嘻嘻，把妈

妈的样子画下来。”

“那你俩来画？”陈玉洁转过头冲父

女俩比了个“嘘”的手势，继续沉浸在创

作中。

画作完成后，陈玉洁请父女俩提意

见。糖豆兴冲冲地抢答：“我觉得这张画

特别温馨，尤其是这几只胖嘟嘟的小兔

子，还有这个像月亮一样发光的大月饼，

月饼上写着‘国泰民安’。老师讲过，是

解放军叔叔守护着我们。”这幅名为《山

河皆安，家国团圆》的数码绘画，后来在

中秋节发表，向更多战友传递了幸福。

陈玉洁在“全国双拥模范城”洛阳长

大。2011 年，她从中央美术学院动画专

业毕业，被深圳一家动漫公司聘为设计

师 。 经 朋 友 介 绍 ，陈 玉 洁 认 识 了 李 同

光。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生，一个是理性

的工科生，彼此的交流居然能够同频共

振。2014 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第一次来队探亲，热爱部队的陈玉

洁很想尽快跟大伙儿熟络起来。然而，

性格腼腆的她平时只敢带上写生簿，远

远地画些人物群像速写。一天，李同光

饶有兴致地翻了翻她的写生簿，说：“你

可以画一点军营生活的不同方面。”

一天午饭过后，陈玉洁在炊事班操

作间外探出头，小心翼翼地问炊事班班

长老杨：“你们下午几点开始备菜啊？”战

士们想着嫂子肯定是想来帮厨。为了让

陈玉洁多睡会儿午觉，老杨故意把时间

说得晚一点。没想到，下午正点，陈玉洁

就抱着画板来到了操作间。她说：“你们

忙你们的，我在这儿画会儿画。”刚端来

半筐土豆准备交给陈玉洁的战士小姜，

连忙把土豆放到一边，顺手拿起旁边的

小马扎递了过去，笑着说：“嫂子，欢迎欢

迎，您坐。”老杨也热情地迎了过来：“您

看怎么安排？我们保证配合完成任务！”

陈玉洁有些不好意思：“你们就像平时一

样，自然一点。”

话虽如此，平时总在幕后的炊事班，

这会儿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出镜”机会。

战士小刘把菜洗了又洗，小常卖力地和面

揉面，老杨把砧板上那条鱼刮得干净打滑。

这晚，李同光欣赏了陈玉洁下午的

成果：“居然还给老杨画了张肖像？”“要

不是大家这么配合，我哪能这么短时间

就画完。我突然发现，军营生活竟有如

此多鲜活的素材可以创作。”陈玉洁看着

自己的作品，若有所思。

为了离李同光更近一点，陈玉洁辞

去深圳的工作，回到家乡开了一间工作

室。这一年，女儿糖豆也出生了。2021

年，陈玉洁关了工作室，随军来到李同光

所在城市。

对新环境，糖豆充满了好奇。一天，

陈玉洁下楼，在院子里怎么也找不到糖

豆，急得给李同光打电话。“孩子在家属

院里准丢不了，你看看她是不是跑到中

队去了？”经邻居指路，陈玉洁在官兵的

队列后面，找到了糖豆和她的小伙伴。

那天，战士们在逐个报数，当最后一名喊

到“8”时，这两个小家伙抬头挺胸、站得

笔挺，跟着大声喊道：“9！”“10！”陈玉洁

急忙冲上去，把两个孩子拉走。后来，她

把这段经历画成漫画，引起许多有相似

经历军属的共鸣。

此后，陈玉洁每天都会用画笔记录女

儿在家属院的成长。譬如，爸爸出差时，

糖豆要抱着爸爸的衣服才肯睡觉；放学

后，她会跟小伙伴一起有模有样地学习

“战场救护”；她和战士叔叔们一起过春

节……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作，不仅记录

着女儿的成长，也让陈玉洁的生活越发充

实。系列作品《军娃糖豆》在军事媒体平

台发表后，许多官兵和家属转发。

“我手绘我心，我心爱我军。”陈玉洁

的灵感迸发、笔触游走，用作品表达对军

营、军人的理解与热爱。军娃糖豆一家的

故事也仿佛一幅生动的画卷，缓缓展开。

爱 的 灵 感
■冯卓怡

红军战士易冠美写给母亲的家书。 图片合成：游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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