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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是开国第一上将，文武双全，有
“大树将军”“长寿将军”之美誉。萧克严
于律己，一生保持艰苦朴素、勤劳勤俭的
优良作风，在他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下，
家人耳濡目染，始终以勤俭清白传家。

1981年12月，萧克回到了阔别半个
世纪的家乡湖南郴州嘉禾县小街田村。
回到故乡的萧克有感而发：“离家半纪经
百战，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
出，季子归来无锦裳。”萧克浓浓的乡情、
真挚的关爱跃然纸上。

萧克的侄孙萧化文回忆道，在家吃饭
前，萧克不准家人上大鱼大肉，只准备一
锅以前常吃的红薯、瓜麻糊（南瓜粥）和一
碗油茶水。“叔公说，过去穷苦人们遇到灾
荒，连瓜麻糊都吃不上，现在有些人喜欢
讲排场，一弄就是十桌八席，这很不好。
勤劳勤俭是咱的传家宝，我们不能忘本。”
萧化文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萧克对亲戚们
提的要求，“除了鼓励我们自力更生，搞好
生产，叔公还对我们说，所有亲属不准以
他的名义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安排工作、要
救济补助之类的要求。这是他对自己妻
儿的要求，亲戚也不能破例。”

1994年，萧氏宗族开始修族谱。萧
克得知后，写了“勤劳勤俭”4个字寄到修
谱的办公室，后又写信回来，说萧姓村庄
位处山区，先祖经过多年辛苦才得以建
成，所以修谱也要发扬先代勤劳勤俭的精
神。

萧克的所有亲戚对他的话铭记在心，
无一人打着萧克的旗号“走后门”、搞特
殊。2008年，萧克在北京逝世时，20多位
亲属从嘉禾赶到北京奔丧。葬礼结束后，
所有亲属一致谢绝了治丧工作人员给他
们买返程车票的提议。大家告诉工作人
员：“我们不能坏了将军一生的规矩，要让
他走得安心。”

萧克的故居，也是湘南起义旧址群——
中共嘉禾南区支部活动旧址，是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因为建馆需要征收住房，当时
萧克的侄孙萧华勇一家拥有萧克故居部
分产权。小街田村人多地少，当时的征收
标准不高，新建房屋还需要另批宅基地，
这样一来难倒了萧华勇一家人。“我们打
电话给萧克将军的儿子萧星华，请他帮忙
想想办法，萧星华回复我们‘克服困难，配
合政府工作’。”萧华勇一家经过商议，最

终按照政府的标准将自己的住房腾出来。
“萧克对自己的生活很小气，但对群

众却很大方。”嘉禾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萧克故居纪念馆馆长曾晓泉介绍说。
2022年12月，为丰富萧克故居纪念馆展
物，曾晓泉去北京接收了一批萧克将军生
前遗物，其中包括1969年萧克在云山“五
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的一套木工工具，
以及他亲手做的板凳、书架等。

“书皮面已破，与小孙云松一起修补
继续使用，今后能用多久就用多久。”曾晓
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厚厚的线装本《辞
海》，封皮由牛皮纸包好，少数书页已脱
线，纸张也早已泛黄。“萧克亲笔写下的文
字显示，该《辞海》为1950年他随第四野
战军进军两广时于衡阳一家旧书店购得，
1990年时与孙子共同修补。字里行间，
萧克朴素情怀跃然于纸面。”曾晓泉动情
地说。

萧克一生革命斗志愈挫愈坚，为民情
怀历久弥坚。1985年，萧克得知家乡小
街田村要架设高压电线，便慷慨解囊相
助。1996年，萧克动员社会有识之士，资
助小街田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并亲笔为

该校题名“小街田希望小学”。为了让学
生们能够多读书，萧克用自己的积蓄向县
图书馆捐赠了一万多本图书，县图书馆为
了感谢萧克的付出，特意为他专门设立了

“萧克捐书专藏室”。
“传承红色基因，用活红色文化资源，

赋能乡村振兴。”郴州市纪委监委驻嘉禾
县小街田村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负责人
邵广民介绍，“我们把萧克将军廉洁奉公
的事迹和正风齐家的精神进行深入挖掘，
通过开展清廉思想教育、营造清廉文化氛
围、完善管理制度机制等，以清廉乡村建
设成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小街田村
内萧克故居、红色遗址修缮一新，街巷步
道铺上柏油路，夜空被太阳能路灯点亮，
清冽甘甜的自来水进入家家户户，村里一
座占地1200多亩，集红色教育、生活体
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农业生态产业园正
在建设推进之中。

萧克：勤劳勤俭是咱的传家宝
□ 邓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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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28日，邓颖超在国统区
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叫《论党的纪律》。文章这样写道：

“共产党不仅给全党党员以纪律的教育，
养成自觉性以维持纪律，同时，亦推及于
社会秩序，集体生活，国家法纪之遵守的
自觉性的教育，并须建立以身作则的模范
作用。”本文从写她给友人的三封书信，看
邓颖超是如何严以律己、恪守党的纪律。

一封退款信背后的廉洁纪律

在通信还不发达的革命战争年代，书
信是人们沟通情感和工作的重要载体。
在重庆市档案馆珍藏着这样一封信。信
的内容是：“仰山兄，承赠奠仪，殊深感
谢！惟先母此次逝世，除花圈挽联外，余
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千祈原谅为
幸。”

仰山兄是何人？邓颖超先是表示感
谢，但为何“坚持原款奉还”呢？

原来这封信的背后有着这样的故
事。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的母亲杨
振德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不幸病逝，终
年六十五岁。为了祭奠母亲，邓颖超和周
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刊登讣告：通知亲
朋好友，母亲的安葬仪式19日在红岩村
举行。

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以周恩来、邓
颖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识了很多
好朋友，他们纷纷来到红岩村吊唁邓颖超
的母亲。潘仰山就是其中之一。潘仰山
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当
时是重庆著名的裕丰纱厂的总经理。他
得知邓母去世消息，也参加了吊唁，并按
照习俗送来了花圈、挽联。

邓颖超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清点
物品时，发现了潘仰山送来的礼金。于
是，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潘仰
山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除花圈挽联外

均不敢领，仍将原款奉还。
原来邓颖超谨记母亲生前的教诲“要

清正廉洁、不麻烦别人”。实际上，邓母的
丧事一切从简，“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
渝办事处同志谨以香花敬奠”，对于亲朋
好友送来的礼金都一一退还。

廉洁纪律就是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给群众添麻烦。这封信背后的故事，便
是邓颖超廉洁自律、严守党纪的直接体
现。

一封慰问信背后的群众纪律

抗战时期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周
恩来、邓颖超在国统区重庆工作和生活的
地方。他们在这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
结各界人士，以真诚的态度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为什么曾家岩50号叫周公馆，它的
主人究竟谁呢？先从邓颖超的一封慰问
信说起。信的内容如下：

陈长蘅先生转赵佩珊太太：
承蒙赁租曾家岩住宅数年于兹，甚为

欣感。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
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
复为祷！专此顺颂

冬安！
邓颖超谨启

十二月二十四日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
的公开机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
了解决办事处的住房紧张的问题，1939
年初，邓颖超便以周恩来的私人名义，找
到了曾家岩50号。曾家岩50号的房东是
赵少龙与其夫人赵佩珊。当时曾家岩50
号租给了赵少龙的朋友，时任国民政府立
法委员的陈长蘅。邓颖超就从陈长蘅手
中转租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
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作为中共中央

南方局部分机构的办公地点，对外则称为
“周公馆”。

然而到了1944年，当时战局胶着。
这一年国统区经济凋敝，重庆地区的物
价飞涨，加上丈夫赵少龙已病逝。虽然
周公馆的房租几经调整，但仍然远远跟
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赵佩珊一家的生
活变得困难。邓颖超得知这个情况后，
便写了这封慰问信，附上法币十万元，请
陈长蘅转交给赵佩珊，以解其燃眉之
急。邓颖超在信中，首先对赵佩珊长期
将曾家岩 50 号住宅供其居住表示感
谢。同时，得知赵家目前“经济困难”，为
了帮助赵家渡过难关，“兹随函附奉法币
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邓颖超派南方
局总务科科长杨继干将这封信和十万元
法币交给赵佩珊。

这封信从侧面展现出以邓颖超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浓浓的人情味。危难
之中见真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
区坚持统一战线，严守群众纪律的真实体
现。

一封告诫信背后的工作纪律

王辉，广东潮安人，193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战时期，王辉在桂林、重庆十
八集团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处从
事党务工作、财务工作和会计工作。

1940年12月，王辉来到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工作，担任南方局会计兼出纳，
在办事处机要、电台所在的三楼办公。南
方局经费的来源绝密，财务账绝密，因此，
王辉的工作也是绝密。由于王辉保管的
现金数目相当大，周恩来再三嘱咐她，党
的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就
会追查迫害捐款人。然而有一次，年底清
查账目时，王辉发现少一万元。王辉以为
是自己的失误给党带来损失，于是加班加
点增加收入，变卖衣物，补齐了这一万

元。后来，周恩来告诉她：少的一万元找
到了，是有人捐款少捐了一万元。王辉如
释重负，并表示她的钱就当交党费，是给
党的礼物。

1944年3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到
中央通知，要调部分同志到延安学习，南
方局派遣王辉去中央党校三部学习。
1945年王辉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调
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工作。1947年，王
辉被组织派到石家庄接收旧银行。邓颖
超得知这个消息，给王辉写下这封告诫
信，希望她遵守工作纪律，继续做好银行
工作。

邓颖超在信中写道：“你仍在石家庄
搞银行工作，这样很好。在我们党里，还
十分缺乏熟练的经济建设人才，在女同志
方面尤其少。形势日益开展，全国胜利在
望，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很需要各方面
的专门人才。”对于工作的具体要求，邓颖
超指出：“希望你不仅在这方面专门化，掌
握业务之外，进一步提高有关政策及理论
水平”。在工作纪律上，要求“克服个人主
义，杜绝享乐主义思想”。

收到这封热切的鼓励信，王辉感动得
流下了热泪。多年来，她一直牢记着邓颖
超的嘱托。她先后工作在石家庄边区银
行、北京人民银行总行、香港中资银行和
广东省人民银行，始终兢兢业业、诚诚恳
恳。邓颖超爱惜人才，时时提醒身边的同
志严守工作纪律、提高本领、努力工作。

写给潘仰山的退款信，表明邓颖超恪
守廉洁纪律、不给群众添麻烦。写给房东
赵佩珊的慰问信，体现邓颖超关心朋友和
坚持群众纪律。写给王辉的告诫信，可以
看出邓颖超要求同志恪尽职守、严守工作
纪律。正如邓颖超在《论党的纪律》中，指
出：“我党的纪律，既不宽下，而亦严上的，
是所有党员应该遵守的。”这三封写给友
人的书信，很好地诠释了邓颖超始终是严
守纪律的典范。

见证邓颖超严守纪律的三封信
□ 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