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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更多地了解这位老人丰富的生

活内容和自觉的社会责任$ 他有一颗

平常心! 全身心地投入了很多公益事

业! 他充实的晚年生活和朴实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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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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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平常心

采访手记

罗新安的晚年生活既忙碌又
充实。上个月，他前往延安干部学
院，开讲“从小事上严于律己看罗
炳辉的家风”；这个月，他为社区
居民做“良好的家风对孩子心理
健康成长的意义”的辅导；10月，
他将开始创作报告文学《留住光
明》，用于明年5月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正在撰写的《罗炳辉将
军故事150例》也将在明年出版。

年逾七旬的罗新安说，做这
些事，只为心中那份炙热的情感：
“我要像父亲罗炳辉那样，为大多
数人的幸福奋斗，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老老琐言

!老吾老"!幼吾幼"#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 从现代世界#尤其是

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幼吾

幼"似乎不成问题# !老吾老"就难

说了$ 而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是做得

比较好的# 至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是非常有优势的$

那么#对!老吾老"!幼吾幼"的

后半句话%%%!及人之老"!及人之

幼"上#我们做得怎样呢& 实事求是

地说#没有前半句做得好$

中国是个从小农经济社会发展

成为比较初级的现代社会# 免不了

会带着旧社会好的或不好的印记#

比如在关心爱护自家的老人或孩子

方面就非常自觉'而在关心爱护他人

的老人或孩子方面相对比较薄弱$这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血缘和亲

情总是压倒其他社会关系的$

正因如此#我们的先贤早就看到

了人性的这个弱点#特别强调!老吾

老"!幼吾幼"之余还要!及人之老"和

!及人之幼"#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

有健全的人格$ 他们的理念#历经两

千多年#一点不落后#现在看来#还非

常先进$

有先进的理念是好的#但如果不

去践行#那就等同于零#甚至于比没

有受过这个理念熏陶的人更显文明

程度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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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父亲遗愿

考入%哈军工&学院

罗新安的父亲是电影《从奴隶到将
军》中罗霄的原型，一代名将罗炳辉，亦
是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

位军事家之一。#$$%年，罗炳辉被评为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因常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
中征战而落下病根，&%'"年 "月，罗炳
辉在前线指挥作战时病重而逝。当时，
罗新安才两岁半。之后的很多年里，罗
新安都有一种幻觉：父亲好像还活着，只
是在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直到 &(岁那年，罗新安来到山东临沂华
东烈士陵园父亲的墓前，才直面了父亲
去世的现实。

从小到大，母亲都告诉罗新安，父
亲希望他将来考上大学，能从事军事科
技工作。&%"! 年，罗新安以优异的成
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考取
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努力刻苦学
习，牢记父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嘱
托，他到过农场，进过工厂，又成为科
研人员，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不
凡的成绩。上世纪 )$年代后期，上海
体育科技研究所请他加盟“运动员训练
录像分析系统”研制，他又全身心地投
入这一全新的领域，他的技术研发填补
了国内多项空白，三次获得国家级和上
海市科技成果奖。

追寻父亲足迹

出版'罗炳辉百年经纬(

罗新安立志追寻父亲的足迹，但最
大的遗憾是父亲对于他，只是个抽象的
概念。退休后，他多次前往父亲出生地
云南彝良县，以及父亲参加“反围剿”战
斗的江西、福建革命老区，还踏访了父亲
抗日的安徽、山东根据地……他用键盘
记录了父亲的传奇故事，逐渐地，父亲的
形象在他心目中丰满真实起来。

经过近 #$年的努力，罗新安编撰出
版了《罗炳辉百年经纬》，以此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周年。这本书中的一些小
故事生动有趣，如：美国女记者海伦·斯
诺的《“神行太保”罗炳辉》，何长工的《忆
长征中的炳辉同志》，赵阜的《罗炳辉将
军与小鬼》，他写的《爸爸的大刀队》等，
他还经常去学校为孩子们讲述这些故
事，深受大家的喜爱。

传承父亲精神

关爱老区孩子成长

在搜集整理父亲故事的过程中，罗
新安发现，父亲与根据地人民的情感水
乳交融，他尤爱孩子们。部队每到一处驻
扎，总有一大群孩子围住他，要求看打鸟
绝技。那时，他总是怀里抱两个、肩上驮
一个，后面还跟着一长溜的孩子，带他们
到村外，只见他枪向天空扬起，鸟儿应声
坠落，乐得孩子们欢呼雀跃。

于是，到社区、进校园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为老区根据地的孩子义卖赠送学

习用品，尽其所能帮助有困难的老区乡
亲，也成了罗新安退休生活的重要部分。

一次，父亲当年的警卫员找到他，因
家庭变故生活困难，请他帮助儿子和 &'

岁的孙女。他毫不犹豫地将其儿子和孙
女接到上海，安置在自己家中，经过多方
联系，为其儿子找工作，让其孙女在沪读
书。如今，孙女也已在上海成家，祖孙三
代其乐融融。山东临沂的孤儿小高，初中
毕业后，没有继续就学，游荡在社会上。
罗新安担心小高误入歧途，就将他带到
上海，不但吃住在自己家里，还出学费让
他学习电脑维修技术，三年后，小高有了

一技之长，满怀感激地开始独立谋生。

秉承父辈初心

探索青少年心理教育

一直以来，罗新安都热衷青少年教
育，那么这位“哈军工”毕业的科技人才，
怎么会开始从事心理教育研究的呢？这
要从他的大儿子毛毛说起。毛毛年幼时，
罗新安与妻子都在外地工作，由祖母和
祖父（罗新安的继父）照看。毛毛患有哮
喘，两老格外迁就溺爱，以致幼儿园时，
毛毛就有逃学、欺负小朋友的行为。到青
少年时期，家庭和学校的管教已束缚不
了他。无奈将其送进了工读学校。当心理
医生也对毛毛的行为也束手无策时，充
满了深深自责和反思的罗新安决心开始
研究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和纠正方法。

那年，共青团中央举办“青少年戒网
瘾夏令营”，罗新安作为特邀老师参与。
为了帮助陷入网瘾不能自拔的孩子，夏
令营结束后，他将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
带回家，在小房间里搭起上下铺让孩子
们睡，孩子的吃用开销都由他全权负责。

在对青少年教育的研究中，罗新安
选择思维方式作为突破口，采用独立教
育、自我反省的方法。他在小儿子鲁鲁的
成长过程中不断尝试并调整方法。鲁鲁
成绩优异，重点高中还未毕业，即自主选
择出国留学，且靠自己打工挣得生活费
和学费。如今，鲁鲁不仅能流利地运用
英、法、德语，而且通过了包括金融分析
师、金融风险管理师、市场技术分析师等
世界级的资格考试，成为了金融专家。

这些年，罗新安将自己总结出的孩
子教育的心得体会，写成了《教育的原理
与方法》《教育新天地》《网瘾怎么办》等
书籍。#$&#年，罗新安主编的《理想在我
心中》出版，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
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荐百种
优秀思想道德的“双百”读物。他的博客和
微信公众号也受到家长的关注和好评。

罗新安说，自己晚年将继续把青少
年心理教育研究作为主业，这也是秉承
父辈的初心，“少年强则中国强”，要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尽绵薄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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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新安为年轻人讲述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

! 罗新安到福建省清流( 宁化等地瞻仰罗炳辉当年战

斗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