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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64年
面对这 !"年从未间断的“日记”，人们不

免会想当然，萧锋是一位曾经受过正规教育
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但我要告诉大家的
是，父亲萧锋从没进过一天正规的学堂，在参
加革命以前，他只是江西省泰和县南溪村里
的一个放牛娃、泥腿子和小裁缝。

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父亲，是在革命的
大熔炉里，是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是在
追求“光明”理想的过程中，产生了坚定的革
命信仰，并用记日记的形式作终身表达。

#$%"年 &月 #日，当父亲的这些“日记”
无偿地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
博物馆前身之一）的时候，许多军事史专家和
记者问父亲：“萧锋将军，是什么力量使您能
持之以恒 !"年'”父亲坚定且自信地回答：
“是信念( 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
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情。”

今年是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
每每提到长征，我总想起早年在 )%军拉练
时，常提到的那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
五！”艰苦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地球上的红飘
带———长征入选影响了人类千年文明进程的
中国三大历史事件之一；长征精神为世人认
同；长征的意义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
雄主义史诗，它揭示着能够克服所有陈旧与
落后的人类精神力量。无论是哪个国家或民
族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
永不磨灭的信念。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给予我的爱、隐忍为
党的坚韧性格和宽广胸怀，是伟大而崇高的。
他在经历了 &&年 #)!*次枪林弹雨的战斗、
战役后，为子孙后代留下来的 !"年“日记”，
在共和国众多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们当中，
可谓跨越时间长、记载事件详细、史料价值丰
富、数量众多的之一，这是他一生最值得骄
傲、最辉煌和最感人至深的事情。在那些日记

里，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那些在长征岁月中
记述的部分……

用爱、友情、生命书写
#$&%年 #月，已经是一名游击队员的父

亲，在参加赣南万安农民暴动期间，认识在学
校里就接受了共产党启蒙教育的富家女子，
初中生萧曼玉。在与父亲一道，动员了九栋十
八乡四十二名萧姓农民子弟参加了游击队
后，父亲当了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小队长，萧
曼玉成为了游击队里的文书。萧曼玉就这样
成为了父亲的识字老师。经过萧曼玉的指导
和帮助，父亲开始利用战斗的间隙，以“日记”
形式学习文化。

自此以后，不管是在前有敌人围追堵截
的“长征”路上，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露营中，
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和行军的月光下，父亲始
终牢记萧曼玉对自己的教导，坚持做到小休记
地名，大休写事件的“日记”方式，将战斗过程
中的每一件事情记录下来。“日记”就这样伴随
着父亲，成为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和同志。

父亲与萧曼玉，也在战火的洗礼中，渐渐
地萌生了爱情，并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不幸
的是，#$)"年 %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县,少
共书记的萧曼玉，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遭

遇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牺牲在县委机关
转移的路上。从此，“日记”记载着战事的同
时，又成为父亲思念、缅怀萧曼玉这位刻骨
铭心爱人的寄托，这份爱与父亲相伴了一
生，坚持了一辈子。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要做到天天记“日
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关
乎生与死的大事情。

#$)"年 )月，父亲随中国工农红军总政
治部检查组到闽西式平县检查三分区筑堡工
作，检查组刚到没有两天，检查组组长许卓
+红七军、红八军创始人,就被反动地主武装包
围后杀死了。父亲代理检查组组长继续在那
里调查了 #*天，情况严重，他们写了调查报
告，三分区的刘司令、吴政委备了米酒欢送我
父亲一行第二天返回瑞金，但第二天早上四、
五点钟，检查组和三分区机关、干部被国民党
军队钟少奎一个旅近千人包围在帽村。

惨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面对强大
的敌人，父亲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为了
让党中央、中央军委能了解这次战役的真实
情况，趁着下午敌人假借劝降、重新布置部
队，意欲将红军检查组和分区机关、部队全歼
的战斗间隙，父亲借着碉堡的射击孔透出来
的光线，趴在战友的尸体上，抓紧写了 "--字

的阵中日记，并对还活着的战士们说：“只要
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本‘日记’
交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让中央军委
能够了解到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经过激烈的殊死战斗，在父亲的带领下，
尽管突围的 )--人部队，最后仅剩下包括父
亲在内的 .人冲了出去。但是，当父亲见到周
恩来副主席，将记载这次战斗的“日记”交到
周恩来手中的时候，看着九死一生带领战友
们突围出来的父亲，周副主席紧紧地握着父
亲的双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湿润了。

为表彰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和父亲写下的战地“日记”，周副主席亲自到
瑞金医院看望作战负伤的我的父亲，并亲自
给他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湘江决战
在父亲的长征日记中记载的最关键、最

惨烈的战斗当属湘江血战；最紧急的，当属飞
夺泸定桥；最传奇的，当属四渡赤水时的南渡
乌江；最自豪的，当属在吴起镇第一次聆听毛
主席话长征，他的日记成为中央红军走的两
万五千里的见证。

#$)"年 #-月父亲由总政组织部调到红
一军团红一师任巡视团主任，并代理红三团
总支书记，在周副主席率领下，协助黄永胜团
长和林龙发政委，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地
方军阀间的矛盾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的
前三道封锁线，红三团作为整个中央直属纵队
的先头部队，继续往西行进，准备过湘江和贺
龙、王震的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看清了红军
的意图，认为地方军阀不可靠，急调他的中央军
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等组织了近 )-个师、
四十万围堵大军，欲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决策不畅令突围
机会稍纵即逝。红三团 ##月 )-日前至脚山
铺宿营，接替红四团的阵地，四团政委杨成武
负伤。时任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副主席
来到我团，一起分析了战场态势。

父亲萧锋与他的《长征日记》!上"

" 萧南溪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里!珍藏着开国少将萧锋几十
年从未间断的"萧锋日记#$这
些记载了萧锋的战斗经历!记
载了他指挥与参与的成百上
千次战役%战斗$如今!这些日
记早已载入史册!其中一部分
成为了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成为了革命史的珍贵文
献!成为了新中国全体人民共
同的宝贵财富$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 ! ! ! !"一心想出洋

孙眉出自招募华工的需要，向乡亲们热
情地介绍檀香山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气
候、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并盛赞檀香山“其地
沙滩似金，海水如靛，紫山屏护，沃壤连绵，凡
辛劳事垦殖者，皆可致富”。这种充满浪漫色
彩的介绍，对于久处贫困的广大乡亲来说，自
然极富感召力。孙眉做事有眼光，富魄力，为
了落实大量招募华工的计划，他在翠亨村附
近创设了移民事务分所，与人合股接管航海
巨船一艘，作为移民之用，一时应招者达数百
人，一起乘船前往檀香山做工。林百克在《孙
逸仙传记》一书中说：“他在这只船里，把免费
的中国侨民，带到火奴鲁鲁去，从夏威夷王所
给每人百元的津贴中得到他的报酬，这个数
目使他在侨民的旅费中得到一笔大的利益。”
孙眉的檀香山之行，既改变了他的人生，

也渐渐为孙中山开启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光明
之路。孙眉到檀香山后，给父母来信报平安，
还讲着那儿的美景、土地的肥沃、食物的丰
富、棕树绕着的海滨、果园与葡萄园的众多，
的确是宝藏的群岛（见林百克《孙逸仙传
记》）。孙中山为父母念大哥的家信，对檀香山
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萌发有朝一日出洋
的念头。孙眉衣锦还乡时还在村塾读书的孙
中山，虽年仅 #&岁，但当他听到大哥向父母
和乡亲介绍檀香山的情况后，出洋的愿望较
之以前更加强烈了。
孙眉在故乡住了三个多月，对久别的胞

弟孙中山有了新的了解。据孙中山的姐姐孙
妙茜回忆，孙眉在乡期间，发生过一桩孙中山
智捉歹徒的事，他的机智勇敢深得大哥孙眉
的赞许。有一天，孙眉叫孙中山独自带一篮礼
物，前往数十里远的平岚村，送给曾同赴檀香
山做工的朋友郑强。途中，孙中山经过疴康环
这一偏僻地带时，一个陌生人上前搭讪，佯装
同路，准备伺机抢劫。孙中山察觉这人心怀不
轨，当一起走到河头埔村前，便托词要取些礼
品送人，趁机进村叫人把他捉住。经审讯，这

人果然是一个专做拐卖“猪仔”的匪
棍。

#%.%年 "月，孙眉安排友人郑
强回国，准备迎接他的双亲偕弟孙中
山前往檀香山生活。但父亲孙达成无
意远行，倒是母亲杨太夫人很想去檀

香山看看儿子孙眉及他的成功事业。一心想出
洋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父母
开始并不赞成。孙达成反对幼子孙中山出洋也
是有道理的，一是他的两位胞弟学成、观成都
在年轻时因外出谋生而客死异乡，他自然担心
幼子也会重蹈覆辙；二是他有三个儿子，次子
孙典 !岁夭折，长子孙眉自幼荒废学业，仕途
无望，因而他自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聪明、
活泼的幼子孙中山身上了，不希望小儿子再去
冒险。后来孙达成看到孙中山执意要去，又有
母亲带他一同前往，途中可以妥善照顾，加上
孙眉有意叫胞弟前往，所以还是同意了。
孙中山一行先到香港，并于 #%.%年 *月

&日乘招商局轮船“广大”号，经过 &*天的航程
才到达檀香山。此行使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
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眉对母亲和胞弟的到来十分高兴，不
仅在生活上精心安排，还陪母亲和弟弟游览
檀香山的风光，介绍风土人情、名山胜川。孙
眉叫胞弟到檀香山来，初衷是希望孙中山将
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商界飞黄腾达。仅受
几年私塾教育的孙眉，当他到檀香山谋生并
发展事业时，越来越感到文化教育的重要。就
在两年前，他曾出资送一位同乡少年，进入檀
香山一所教会学校就读。所以，他安排孙中山
来檀，就有意培养胞弟。可当地学校是秋季开
学，距离入学还有三个多月，他就要胞弟做好
入学准备，在自家畜牧场附近的一家私立商
业学校补习英文、数学。

据《不问出处 但求融通———走访奥巴
马与孙中山的母校》披露，出生于夏威夷的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年至 #$.$ 年在
夏威夷檀香山的普纳荷学校一直读到高中
毕业，与孙中山同一所母校。普纳荷学校就
是孙中山记忆中的意奥兰尼学校。奥巴马高
中毕业那年的前一百年，恰好孙中山进该校
读书。当时，孙眉为胞弟能进一所理想的学校
颇费心思。他希望为胞弟选择一所教管兼备
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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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卢蓉已经沿着西藏北路跑了
一大圈，回到院子里，想继续跳绳时，突然看
见予兴在她家楼房门口等着，心里有些慌乱，
又不得不迎上去，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等
我？”予兴看见她一身运动衫，感到有些奇怪，
再看看旁边用来跳绳的绳子，似乎猜出了什
么，严肃而直截了当问：“你是否怀孕了？”这
时她彻底崩溃了，一下子扑到他怀
里，带着哭声将怀孕的事告诉了他。

予兴把她送上楼后，他无心回
家，心如乱麻，六神无主，有一种绝望
的感觉在他心头弥漫。他必须尽快为
卢蓉、为自己想出办法，要在这样一
个到处都要凭证明、凭介绍信办事的
世界里，想既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又要
为卢蓉堕胎，对一个普通的成年人而
言谈何容易，更何况他仅仅只是一个
缺乏社会经验的高中生。

他缓步沿着西藏北路一直往南
而行，似乎在搜索着什么，路灯的黄
光透过梧桐树稀疏的树枝洒在他的
脚下。他的身影在寒夜中显得那样单
薄瘦弱，这个身影不时地在贴满小广
告的电线杆下停留，搜寻可以帮助他
们的信息。

予兴和卢蓉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
气，去私人地下诊所堕胎。卢蓉挑了一个温暖
的日子，和予兴一起按照抄来的地址，倒了两
辆公交车，找到了设在郊区农民住房里的诊
所。一进门，见客厅成了问诊室，还摆了三张
白桌子和一个白橱柜，而墙上的一些人体解
剖图似乎在告诉进来的人，这是诊所。有两
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坐在白桌子旁。卢蓉向
那位年龄五十出头医生模样的女人说明了来
意，那女人朝予兴瞟了一眼，带着似安慰又似
蔑视的口吻说：“常有这种事情，不稀奇，来我
这里是很安全的。”不一会儿，从那房间里传
出金属器具放入盘里的碰撞声。这些很平常
的响声，在予兴听起来就像金属器具敲打在
他的心上一样，刺痛不已。

出了诊所，卢蓉坚持要去学校上下午的
课。在教室里，予兴在自己的位子上坐着，紧
张地观察着不远的卢蓉的情况，生怕有什么
意外。总算熬到第一节课结束，看见卢蓉缓

慢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出教室，他想：她可能
去洗手间。他无法同去，只能在教室里等待，可
是到了第二节课上课时还未见卢蓉回来，就担
心起来，想象着各种可能性。下课铃声一响，他
快步走出教室沿着上厕所的路走了一趟，没有
发现卢蓉，便急忙找到黄莺，扼要地说了事情
的经过，要她快去洗手间找一下卢蓉。
黄莺从洗手间出来，悄悄地告诉他：“洗
手间里没有卢蓉，但听到里面有两
个女生在议论，说第一节课下课时
有个女生大出血，在洗手间晕倒了，
被老师送到医务室去了。”他和黄莺
奔到校医务室，只见医务室没有人，
门也关着。黄莺似乎想起什么，说：
“可能是救护车救走的吧？”予兴坚
定地说：“那我们晚上去她家里。”

黄莺担心地说：“你去她家里，
她父母肯定会怀疑你的。”他略加思
索说：“顾不得这些了，我要去。”又
问黄莺，“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也许
这样会好一点。”她完全理解予兴的
焦急和担心，答应道：“好，没问题。”

傍晚他们在卢蓉家的下面，看
见她家里没有灯光，就在楼下等着。
直到很晚卢蓉的父亲回来了，一脸

疲倦。他们硬着头皮问了卢蓉的情况，他无奈
答道：“还算好，没什么大问题，在长征医院观
察室。”又疑惑地看着他们问道，“你们是卢蓉
班上的同学吧？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吧？”黄莺
听到他问男朋友的事情，马上向予兴靠了靠，
装出自己是他恋人的样子，摇了摇头回答：
“不太清楚，没有听卢蓉说起过。”予兴急忙
问：“现在我们可以去探望吗？”他叹了口气：
“今天太晚了，明天她就回家了，不用去看她
了吧，谢谢你们。”
他们向卢蓉父亲道了别，直奔长征医院。

在路上黄莺想，这时卢蓉母亲肯定在医院里
陪着她，就担心地问予兴：“她母亲认识你
吗？”经她这样一问，予兴有些犹豫了，他还没
有想清楚如何面对卢蓉的母亲。黄莺帮他拿
主意：“我们还是去看吧。如果她母亲在旁边，
我们就在远远地看一眼。”他们在观察室门口
看见了卢蓉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旁边坐着
她母亲和她姐姐。这幅情景让黄莺完全猜到
了，他们按刚才商量的，便退出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