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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殷革命的一生里，还有
另外一个温柔的身份：父亲。结
发妻因病早逝，他又长期四海为
家、出生入死，只好把年幼的儿女
分寄在朋友亲戚之处。百忙之中
他也不忘教育之责，写下一封封
家信寄言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儿女深沉的父爱，也将勤俭、朴
实、无私奉献的家风代代相传。

广州日报：在多数人眼中，杨
殷是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对于他
作为父亲的那一面，家里人有什
么印象呢？

崔静薇：杨殷生前虽然一心
奋斗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但他也
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直惦记
儿女成长，不因少见面而疏于教
育，常写书信教导孩子。

就在牺牲前一年，在上海忙
于革命工作的杨殷还写信再三叮
嘱长女杨爱兰“打牌、闲游、看戏
等，尤万不可做。用钱要省，穿衣
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

广州日报：儿女知道杨殷的身
份吗？有没有抱怨过父亲太忙碌？

崔静薇：迫于当时的形势，革
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杨殷的儿
女起初并不知道父亲是个革命工
作者，只是觉得父亲很神秘，整天
外出时常见不到面。

学生时代的小爱兰还在不经
意间帮父亲做过革命工作。当
时，白色恐怖严重，革命者活动困
难，杨殷便想到让不容易引起敌
人注意的小爱兰来传递情报。为
了不让她害怕，杨殷没讲明事情
原委，只是让小爱兰把作业本交
给某个表叔帮她检查作业，但每
次出现的表叔都不是同一人，久
而久之，小爱兰不免纳闷：“我怎
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个表叔？”直到
一次看到有个“表叔”把她的作业
本放在火上烤，她才知道作业本
里有暗字，藏有情报。“原来我是
在帮父亲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
情！”小爱兰当时才真正了解杨殷
的革命工作，深感自豪。

杨殷 的 后 人 ，也 在 用 一 生
践行着先辈留下的革命精神。
女儿杨爱兰即使生活困难，也
从不曾借烈士后人身份向组织
伸手。外孙女崔静薇在边疆急
需人才之际毅然前往，在新疆一
待就是37年。红色基因，代代流
传。

广州日报：家族后人是如何
继承杨殷的革命精神的？

崔静薇：这么多年，我一直
记得母亲的叮嘱：“你们的外公为
了国家把生命都奉献了，我们作
为后代，绝对不能依靠父亲的牺
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那是一种
耻辱！”

母亲 93 岁时又将杨殷故居
及翠亨村她名下房产捐赠给政
府 ，家 里 没 有 一 人 反 对 ，我 们
都 希 望 烈 士 的 精 神 一 代 代 传
下去。

广州日报：杨爱兰为什么在
95岁高龄仍执着提出入党申请，
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崔静薇：我的母亲这么多年
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加入中国共
产党。她说外公是第一代共产
党人，要追随他的思想，继承他
的遗志，将爱国爱党精神延续下
去。

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
会入党。直到 2006 年街道党工
委书记上门探望，聊起入党的事，

她才正式提出来。入党那天，她
笑着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
一天。”

广州日报：作为杨殷后人，您
觉得外公留下的什么财富最为宝
贵？

崔静薇：外公为了革命理想
可以奉献一切，哪怕是献出生命
也在所不惜。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深深影响着我。虽然我和外
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我们的信
仰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为人
民。”

所以我 20 岁时放弃了在广
州市歌舞话剧团的工作，加入了
援疆队伍的行列，在新疆阿勒泰
一待就是37年。

每当我遇到各种挫折和困
难，我就会想，外公是那种面对死
亡都毫不退缩的人，那我们还有
什么过不去的坎？人生道路不可
能一片坦途，我们要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

广州日报：当初外公用生命
捍卫共产主义事业，如今最想告
诉外公什么？

崔静薇：今天，我想对外公
说，祖国没有忘记您，人民没有忘
记您。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了，外公您放心，我们会一代代继
承您的革命精神，坚定信仰信念，
挑起肩上的重担，教育好我们的
下一代，无愧于先烈们的奋斗、牺
牲及奉献。

谈亲情：
身处险境，仍惦记关心着子女成长

谈家风：
不能依靠父亲的牺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

杨殷简介

1892 年-1929 年，广东省香山
县人(今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
村人)，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
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港大罢工
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9年8月24日，因为叛徒告
密，杨殷与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
捕，1929年８月３０日被秘密杀害于
上海龙华，年仅 37 岁。2009 年，
杨殷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

在那段惊心动
魄的革命岁月，一封
封穿越战火硝烟的
红色家书，承载着革
命先辈对亲人的深
沉爱意、对儿女的殷
切期望，以及无私无
畏的信仰追求。

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广州市纪委监
委联合广州日报推
出《解读红色家书
感悟初心使命——
革命先烈后代访谈
实录》，通过一封封
家书，一个个故事，
感受那段激昂的红
色岁月，燃亮信仰之
光，坚定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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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
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
财、舍家、舍命。杨殷短短37年的一
生，是那个时代许多革命先驱的写
照：少年立志救亡图存，青年毅然投
身革命，在风雨飘摇中求索救国之
路，奔走在最危险的斗争前线，一生
忠诚于党、忠诚于少年时立下的志愿
——为国为民。

广州日报：杨殷童年是怎么样
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

崔静薇：外公杨殷出生于华侨
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
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
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
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
责任感。

“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
是杨殷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19
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
会。

广州日报：跟随孙中山的杨殷
为什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静薇：杨殷一开始跟随孙中
山也是为了救国救民，但多次参加
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
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将孙中
山夫妇送到上海后也困惑“中国的
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
案。他去过新加坡，当地亲戚朋友
劝他留下来发展，他不同意，坚持要
回来继续干革命事业。

回到广州后，杨殷接触到《共产
党宣言》，还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
书籍。通过阅读分析，他认为改变
国家落后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

条大道。
有一天中午，下着大雨，外公在

家里打盹，身边放着本马克思主义
相关书籍，刚好朋友杨章甫、梁复然
来避雨。杨殷醒来后很激动，跟朋
友说这本书可好了，还推荐他们也
看看，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
中国的出路，还说很想认识广东的
共产党人，可惜无人介绍。其实他
不知道，杨章甫、梁复然是中共早期
广东支部的重要成员，他们觉得杨
殷思想很进步，便向当时的支部书
记谭平山汇报情况。

1922年，杨殷由杨章甫、梁复然介
绍，谭平山为监誓人，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广州日报：加入共产党后，杨殷
是怎么践行入党誓言，全力支持共
产主义事业的？

崔静薇：为了支持在广州召开
的中共三大会议，杨殷除了把自己
的积蓄拿出来，还把病逝妻子的首
饰都一起卖了，帮助解决代表们的
吃住问题，还有开会场地问题；之
后，为了发动省港大罢工，他又用自
己的工资带头捐钱，资助工人生活；
为解决广州起义武器等物资难题，
他又卖掉房产，还回老家动员弟弟
把家里 50 亩良田卖了，全部作为广
州起义的经费。

1929 年，杨殷在上海被捕后和
被捕的同志一起给党中央写信说：

“在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做
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
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就义前，他坦
然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牺牲
时年仅37岁。

谈信仰：
捐献积蓄，为中共三大召开筹集经费

在革命烈士杨殷的故居，
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摆放在卧
室的桌子上，这是杨殷在牺
牲前一年写给他的女儿杨
爱兰的一封书信，信中嘱
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
不必沾染，打牌、闲游、
看戏等，尤万不可做”。

见字如面，展信如
晤。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
者面对面与杨殷外孙女、
81岁的崔静薇进行了深入
交流，倾听她讲述这封家书
背后的感人故事，感受革命先
烈的热血和忠诚。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百年家
国，赤心惟存。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广州家风
建设工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广州市纪委监委联
合广州日报特别策划的“品读红色
家书 回望百年党史”融媒主题系
列报道于 7月 1日起正式推出。报
道将以曾在广州留下足迹的革命
先烈所写红色家书为核心内容，制
作先导预热片、线上红色家书馆、
创意H5、革命先烈后代访谈实录等
系列融媒体产品，并进行多平台多
渠道推送，以此在回望百年党史、
传扬红色家风中进一步凝聚起党
风正、政风清、家风好、民风淳的强
大正能量，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奋力推
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
力支撑。

先导预热片《百年信·念》，将
通过五位“红色信使”朗读五位革
命先烈的家书，带领观众重温百年
征程中的红色记忆，呈现百年党史
中的红色家风；线上红色家书馆，
将展示革命先烈们既炽热滚烫，又
朴素真挚的家书原文，让读者细细
品读革命先烈们字里行间流露的
初心信仰和家国情怀；创意 H5，将
用场景沉浸式体验和答题闯关的
形式，让用户读信知史，破译家书
中的红色密码；革命先烈后代访谈
实录报道，则通过革命先烈后人的
倾情讲述，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回望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家风。

看·时空交会
先导预热片——
重温百年红色家风记忆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
百年时空再相逢。”在“品读红色家
书 回望百年党史”融媒主题系列
报道的先导预热片《百年信·念》
中，革命先烈杨殷外孙女崔静薇、
抗美援朝老兵张华、抗疫英雄桑
岭、游泳运动员刘湘和小学生徐宝
珞五位不同年龄段的“红色信使”，
分别朗读了五位革命先烈写给家
人的书信。

这些信里，有救国救民的初心
使命——

1922 年 6 月，远在比利时勤工
俭学的聂荣臻“又闻川战复起”，在
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男也虽不
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
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
儿之有责！”

这些信里，有心系同胞的赤子
情怀——

1923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早期
杰出革命活动家俞秀松在给父母
的信中写道：“我之决志进军队是
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
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
群众。”

这些信里，也有舐犊情深的谆
谆教诲——

1928年夏天，中国工人运动的
先驱杨殷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你年纪已长，各事都不能像从前
那样，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
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百年
信·念》带我们回望历史长河，穿越
交错时空，重温百年风云里的红色
记忆。

读·先烈家书
线上红色家书馆——
寻找家风传递的信仰力量

线上红色家书馆，依托中共三
大会址纪念馆、农讲所纪念馆等展
馆，征集了曾在广州留下足迹
的革命先烈的书信文稿，在
线上展示。

在这里，你会读
到左权在给母亲
的信里写下“日
寇 不 仅 要 亡
我之国，并
要灭我

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
中国人民的头上”时的忧心忡忡；

在这里，你会读到冼星海在给
母亲的信里写下“我愿意担起音乐
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着用洪
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
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
切苦难的人们”时的荡气回肠……

这些信，有的朴素平实如涓涓
细流，有的饱含激情字字滚烫；这
些信，有的写在走向战场的前夜，
有的写在炮声刚刚停止的战斗间
隙……这些信，尽管字迹已不再清
晰,纸张也已经泛黄,但无论岁月
如何流转，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
芒，传递着信仰的力量。

扫描二维码①关注“广州纪委
监委”微信公众号，点击“廉洁广
州”之“红色家书馆”，即可进入专
题页面。

听·后代讲述
访谈实录——
解读家书背后的家风故事

这些红色家书里，哪一封背后
没有一个翘首相盼的家人？究竟
是怎样一种力量，让他们愿意抛
却一切乃至生命，义无反
顾走上救亡图存
的 革 命 道
路？

“解读红色家书 感悟初心使
命——革命先烈后代访谈实录”系
列报道，则将通过对杨殷、俞秀松
等革命先烈后代的深入访谈，进而
解读家书背后的感人家风故事，感
悟革命先烈的初心使命。

这是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他们的家风故事讲述里，你

会了解到先烈们如何筚路蓝缕、披
荆斩棘，在暗夜里寻找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你会知道先烈们为何愿为
革命前赴后继，哪怕献出生命；你
更会寻找到先烈们矢志不渝、初心
不改的精神源泉。

从 7 月 1 日起，“解读红色家
书 感悟初心使命——革命先烈后
代访谈实录”系列报道将在广州日
报以及广州市纪委监委政务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博同步推出。

答·解题闯关
创意H5——
破译红色书信的家风密码

如何让红色家
书 成 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用有趣的
媒 体 产 品 提 升 学 习 教 育 的 鲜 活
度？如何创新传播方式，吸引更多
年轻人参与品读红色家书活动？

策划团队推出了“破译家书红
色密码”创意 H5，以场景沉浸式体
验和答题闯关形式，引导用户利用
党史知识解读家书。遇到难题，还
可通过链接线上“红色家书馆”寻
求帮助。

扫描二维码②，即可进
入“破译家书红色密码”创
意H5。

文/方田

①扫码关注广
州纪委监委微信公
众号。

②扫码参与破
译红色家书密码。 ——革命先烈后代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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