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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典范范

核心阅读

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着摇篮的手。 一个家庭，哪怕
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
庭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和源泉。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犹如一
股永不间断的力量，将持续孩子的一生。

5 月 8 日是“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在岁月里穿行，去感触这
些杰出人物背后的伟大母亲的人性之美，感受她们身上蕴涵的
母性力量，捕捉她们闪耀出的母爱之光。

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
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和源泉———

名人背后的伟大母亲
廖承志之母：画品铸就人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
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
性。 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

“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
友， 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
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
廖梦醒都投身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队伍。 她自己奋斗
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
动中的光辉典范。

何香凝，1878 年 6 月
出 身 于 香 港 富 商 之 家 。
1902 年，23 岁的她为寻找
救国真理， 继丈夫之后到
日本留学。 何香凝早年曾
学习传统中国画，1908 年
入东京木乡女子美术学校
学习彩画、临画、写生等课
程，同时向日本帝室画师田
中赖章学习画狮、虎等动物
画。 1910 年何香凝从日本
归国后辗转于港、穗、沪及
日本之间， 为革命奔波，曾
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
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

去日本的那一年，何

香凝生下儿子廖承志。 廖
承志出生后不久， 父母就
开始了漂泊无定的流亡生
涯， 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
故乡。

多年来， 何香凝以卖
画换得“买米钱”。 她署名

“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
内外。 何香凝的绘画作品
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 、
竹、 狮、 虎及山川等的描
绘，抒情明志。 直至八十多
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
且功力不减。 在她那些充
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
仅记录了 20 世纪初叶以
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 ，
同时也是她 70 年革命生
涯和高尚品格的生 动写
照。

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
陶，也喜爱绘画。 在母亲的
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
技艺进步很快， 不论素描、
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
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
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
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 何
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

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
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 在母亲崇高情
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
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
自己的情感。

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
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
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
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
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
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
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
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
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
相承的坚决。

有一次， 廖承志被特务
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
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
说：“如果放了你， 想留你在
我身边，怎么样？ ”没料到廖
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
中山先生的事业。 他刚正不
阿、 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
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
亲何香凝一样， 为革命事业
和民族振兴， 真正做到了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学森之母：
让儿子成为忠诚于祖国的人

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
学森从小天资聪颖， 悟性极高，3
岁时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 钱
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
情，心地善良，且计算能力与记忆
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 应
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
母亲的遗传。

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
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
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
讲岳飞精忠报国、 陆游仗剑去国、
杜甫忧国忧民等故事。长期浸润在
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心底
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
热爱之情，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1936 年，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的钱学森赴美学习，他渴望以自
己的知识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
现状。 临行时，家人特意为他买了
《老子》、《庄子》、《孟子》 以及《论
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 母亲嘱
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
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
母亲和父亲一样，还认为：“任何一
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
现在它的历史中。 因此，精读史学
的人， 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
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

在美国的日子里，钱学森学习
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有些不
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
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 一次，

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
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钱学森立
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
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
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钱学森怀
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
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
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
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
内到对口的工厂、 科研部门实习。
钱学森本来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
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
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
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
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
击。 但是，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
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
既然学习航空工程走不通，他决定
改学航空理论， 并大胆地毛遂自
荐，投奔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
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
下。不久，钱学森在导师的培养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
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
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
祖国， 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
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
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 钱学森
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
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
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
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老舍之母：把吃亏视作理所当然
老舍的母亲是一位旧

中国典型的劳动妇女，勤
劳持家，自立自强。 老舍热
情、好客，待人真挚、诚恳，
这些性格与母亲的影响有
关。

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
洗三—————穷朋友们可以
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 ”
钱。 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
们剃头， 她会给少妇们绞
脸……凡是她能做的，都
有求必应； 谁家有事要帮
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
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
朋友们就活不下去。 在重
庆的时候， 老舍的生活相
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
了大褂， 也要上一趟小馆
盛情款待。 晚年的老舍更
加看重友情。 逢年过节，或
是小院里百花盛开 的 时
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
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
酒， 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
快极了。 有时到了欢畅之
时 ， 赵树理会 扯着 嗓子

“吼” 他拿手的上党梆子，
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

桌子底下……
也有的时候， 老舍的

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
客人。 他们大都是年逾花
甲的老人， 有的还领着个
小孩 。 一见到老舍先生，
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 ，一
边作揖行礼， 一边还大声
吆喝着 ：“给大哥请安！ ”
事后， 老舍向旁观的朋友
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
老朋友了， 当年有给行商
当保镖的， 有在天桥卖艺
的， 也有当过‘臭脚巡’
（旧社会的巡警）的。 你读
过我的 《我这一辈子》、
《断魂枪》、《方珍珠》 吗 ？
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
啊！ ”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
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
家中的阎王。 直到老舍入
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
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
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
平服别人的时候， 才这样
说。 老舍感叹： 母亲活到
老，穷到老 ，辛苦到老 ，最

会吃亏。 老舍说：“母亲软
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
我对一切人和事， 都以平
和的态度， 把吃亏当作当
然的。 在做人上，我有一定
的宗旨和基本法则， 什么
都可将就， 但不能超过自
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
人， 怕办杂事， 怕出头露
面。 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
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
像我的母亲。 ”

1938 年， 在武汉成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时，没有地方 ，老舍出
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
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
面作保向国 民党 政 府要
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
时候， 曾经满怀深情地回
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
中学， 我经历过起码有百
位教师吧， 其中有给我很
大影响的， 也有毫无影响
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
把性格传给我的， 是我的
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
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①3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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