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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这片土地上的家风与家族文化丰富
厚重，不仅在历史上滋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翘楚，在当代更有不平凡的呈现与绽放。

媒体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名片，需要承载一
个地方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家范”专栏，将镜头

与笔触留给运城那些和美的家庭、那些可爱可
敬的人，让运城当代的家范故事，引领你我他。
欢迎来电、来稿推荐您身边的好人好事好家庭。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13
2023年4月5日/星期三

副刊·家庭
责任编辑 薛丽娟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张鑫 / E-mail：ycwbjtsh@126.com

主办单位
运城市委宣传部运城市文明办

运城晚报
协办单位
运城市妇联

运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协会

家 范 

▲瞧这一家子

□记者 张建群 见习记者 杨颖琦 实习生 陈柯邑

家书寄语，纸短情长。家书是
家庭的情感纽带，是家教的重要载
体，也是折射家风的一面镜子。

近日，运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协会副主席邵康立的父亲留给他
的近百封家信，引起了关注。战争
年代，报平安的“家书抵万金”已被
诗圣杜甫写入诗中。和平年代，承
载着一位父亲殷殷嘱托的家书，又
有着怎样深意？在家风传承、家教
绵延的过程中，家书对一个家族实
现联结与凝聚有着怎样的意义？

3月29日，记者走进了盐湖区
王范乡霍赵村邵康立先生的家。

邵康立家庭：

字字家书传家训 脉脉家风励后昆

父亲家信如明灯

走进邵家正屋，映入眼帘的是一副
“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孝孙贤世泽长”的
对联。邵康立先生把这副对联挂在客厅
最醒目的位置，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闲
暇时怀想先祖的过往，修正自己的人生。

邵康立的祖父邵佩民是霍赵村第一
位共产党员。1937年，他抛妻别子、背井
离乡、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部队。因为有一定的文化，他在部
队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
先后担任原临汾师范学校校长、原运城
地区卫生学校书记等职，大半生都在为
党的教育事业奔忙。

邵康立的父亲邵武开是一名基层干
部。他从村干部做起，后担任乡镇干部，
一心为公，兢兢业业，在当地留下了良好
的口碑。父亲在邵康立的眼中，是孝老爱
亲的典范。他孝敬慈母，爱护儿孙，言传
身教，对邵家的家风建设和传承付出了
不少心血。

邵康立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
亲与少年的他一起出门，路上遇到一位
身体残疾的村民。望着那人愁苦的面容，
父亲停下脚步，掏出几块钱塞进了那人
的口袋……身教胜于言传，父亲的举动
给邵康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年后，事
业有成的他以父亲为榜样，乐善好施，到
各地义诊，为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捐物，救
助失学儿童，举办幸福人生讲座，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投身公益事业。邵
康立知道，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
人，自然会受到儿女的尊敬，也会引导他
们的思想和言行。

在邵家，有先祖传下来的家谱，也有
父亲邵武开亲笔写给儿子的家书和用毛
笔小楷记录的家史。每一种文本，对邵康
立和兄弟姊妹们都是一本教科书。

父亲去世后，邵康立将父亲当年写
给自己的家信复印装订在一起，竟有近

百封之多。见字如面，读信如聆，让邵康
立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仍在对他谆谆
教诲、殷殷嘱托。

这些家书中，有格式规整的信笺，也
有在随手撕的纸页背面急就的短语。
1993 年 3 月的一天，父亲看到邵康立为
工作的事情坐卧不宁，便就近找了一页
纸写了一封信给他，叮嘱他：“冷静沉着，
审时度势，热情乐观，长远处事，心胸要
宽，从长计议。”

在另一封信中，父亲告诉他，永远不
要脱离群众。食堂工作要听厨师的建议，
业务工作要听医护人员的建议。偏听则
暗，兼听则明，只有听到群众的心里话，
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还有一封信中，父亲对企业的性质
进行深入分析，叮嘱他一定要拒绝诱惑，
站稳脚跟，以业务立身，踏踏实实走好前
进的每一步。

这些家书，曾经给了年轻的邵康立
重要的指导和支持，让他在不少大事节
点上，稳健、笃定，渡过了难关。

再写家书传深情

就这样，邵家给家人、孩子写家书的
习惯传了下来。闲暇时，邵康立也会给妻
子和孩子写信，交流各自最近的生活状
况和心得。无纸化办公时代的到来，信笺
交流已然鲜见，邵康立便用微信书写，联
系感情。这种特殊的家书，是家人之间的
连心桥，更是安全带。年轻一代从父母这
里汲取人生的营养，夫妻之间在这里沟
通情感。

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邵华现在也开

始给外孙女写信。一家人在家书中传递
着关怀，体验文字承载的情感。

前不久，邵康立给自己的儿子写了
一封信。信中，他向儿子敞开心扉，放低
姿态，回忆年轻时对儿子关怀不够，在对
待儿子的态度上过于粗暴和简单，给儿
子的心灵造成了伤害。他还对儿子目前
的一些做法进行了认真的肯定，表示自
己有许多地方不如儿子。情真意切的认
错信，加深了父子间的理解与感情，填平
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除了给儿子写认错信，他还给妻子
写了长信倾吐心曲。这封信中，他承认了
自己年轻时的急躁、刚愎自用和在某些
事上的莽撞，向妻子诚恳认错，表达歉
意，消除误会和裂痕。他说，向妻子认错，
也是向自己认错，让自己的心更敞亮，让
家庭更和谐。

在一封封告白家书的支撑下，邵康
立的妻子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和家里
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处得很是融洽。夫妻
俩同心同力，对兄弟姐妹和侄儿侄女、外
甥外甥女一视同仁，在亲人们遇到困难
时，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大家庭成员之
间很是团结。

陪伴老母回老院

如果说家书承载思想的话，行动则
需要更多的付出。三年前，多年跟随邵
康立在城里生活的老母亲，想回家乡老
院居住。邵康立与妻子践行《弟子规》的
教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
懒。”两口子一起陪着八旬老母回到老
家。他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对老院进

行改造，想尽一切办法方便老母亲的晚
年生活。

记者在邵家的院中看到，院子干净
整洁。为了照顾老母亲，屋里装了地暖、
楼上楼下安装了马桶；院子拐角处安装
了扶手栏杆，方便母亲在院子里遛达。

平时，邵康立和妻子照顾母亲的生
活起居，姐妹们负责做饭。晚上，他守在
母亲身边，喂水喂药，照顾得颇为周到。

当年，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时，家里几
个孩子商量把父母安置在同小区，以方
便看望和照顾老两口。在邵家，有个不成
文的规矩，外嫁的女儿必须留一个在身
边照顾和陪伴父母。因此，几十年来，邵
康立的姐妹会轮流为老人做饭，帮兄嫂、
弟媳分担家务。

采访结束时，邵康立大姐邵康能在
喂老母亲吃饭，两个人坐在一起其乐融
融。与弟弟能时时陪伴在老母左右，时常
尽尽孝道，无疑是一种幸福。

倾力付出为儿孙

说起孩子们，邵康立和爱人很是欣
慰。女儿邵华毕业后在成都当英语教师，
儿子邵拓在大学毕业后回到运城接手了
家里的企业。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邵康立的爱人
似乎更有话语权。生下女儿的那一年，她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暂停了工
作，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为了更科学地教
育孩子，她买来许多育儿书，了解孩子的
性格特点，陪着孩子一起学习、成长。孩
子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遇到什么问题
总会第一时间给爸妈打电话，与他们商
量解决。

邵康立说：“父母良好的一言一行是
让儿女生起恭敬心的源头。”平常，有机
会相聚时，一家人经常坐在一起开家庭
会，交流情感。

儿子在接手企业之初，老年节时购
买了许多日用品，带着骨干医生到敬老
院为老人们义务做体检，而且他不允许
大家拍照留存。邵康立得知后给儿子打
去电话，儿子说：“去敬老院是为老人服
务，一定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孩子能把

“与人为善”融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让
他很是感慨。

女儿有小孩那年，为了照顾外孙女，
邵康立的妻子千里迢迢去陪了女儿三个
多月。在女儿家时，她用心用情尽一位妈
妈和外婆的责任，没有说半个累字。她告
诉记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付出是对
家人最好的爱。能有机会帮到孩子们，即
使甘苦备尝，心里也是满足的，这是邵家
的家风。如果把家庭比作一棵树，父母便
是这棵树的根，孩子则是枝和叶。父母用
德行把根扎稳了，家庭之树才会长得枝
繁叶茂。

一次，邵康立把写给妻子的信分享
给孩子们，女儿给邵康立发回信息：“父
母在修行的路上从未离开，就是孩子们
最好的榜样。”

▲家谱·家史·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