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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河东家文化，传承运城好家风。
为了丰富运城的新时代家文化内涵，传承
良好家风，书写新时代的河东家故事，留
住美好家影像，传承温暖家记忆。即日
起，本报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家庭老照片与
新影像。照片可以是您的祖父母、父母，
也可以是您的过去、现在的全家福，家庭

活动瞬间，配以对家庭老人的回忆、追念
以及现代家庭故事文章，记录他们的教诲
和感人往事。本报刊发后，将在新媒体平
台进行联动扩大再宣传，永续运城家风记
忆，乘风化人，为年轻一代培根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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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冬祖父于运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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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的懿德风范

祖父张文质，1915年农历十月初八
出生于闻喜县庄尔头村一殷实的农户
家中。1936 年，21 岁的祖父自省立第
二师范学校毕业后踏上教育岗位。抗
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祖父返
乡务农。

1939 年，祖父被乡亲们选为村长，
那年祖父年仅 24 岁。那时，日军经常
来村里抓人、抢粮食，村民稍有反抗，便
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谁也不愿当村
长。可是，国难当头，责无旁贷。年轻
的祖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勇敢地挑
起了这副重担。接任村长后，祖父积极
投身抗日工作，与日军机智周旋，竭力
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对村里的
财务精打细算，不贪污、不浪费，不乱花
村里一分钱，因而赢得乡亲们的一致好
评。

一天，日军进村要粮食，祖父佯装
收不起来，恼羞成怒的日军将祖父押至
夏县西晋村的一个土岭上，捆在柿子树
上殴打。经亲友全力营救，祖父终于脱
离虎口。某日，祖父的老同学、八路军
某部司令员樊马义为躲避日军的追捕，
深夜绕至我们家中，祖父将其藏在我们
家一间暗室，第二天清晨为其换了一身
自己的衣服，并护送其顺利通过日军的
炮台。不久，此事被告发，汉奸们三天
两头来家里找麻烦，逼祖父交代樊马义
的去向，祖父只好东躲西藏。

抗战胜利后，祖父重返教育岗位。
那时农村办学条件异常艰苦，祖父克服
重重困难，为家乡筹建了数所中、小学
校，曾任校长、联合校长等职。在艰苦的
环境中，祖父住古庙，点油灯，孜孜不倦
地教导孩子们学文化、长才干，每到一
处都倍受欢迎。祖父用他的知识与心血
泽被乡里，造福后代，因而倍受敬仰。祖
父治学严谨，办事果断，为人诚恳，心胸
宽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与之有
过交往的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

祖父一生勤劳整洁，无论他自身，
还是我们居住的家，总是收拾得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孩提时期，祖父就经常为我们讲解《朱
子家训》，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我们
那条小巷一共住了七户人家，长长的一
条小巷，祖父每天早上都要从巷头扫至
巷尾，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父辈的家风传承

父亲兄妹五人。父亲张学宽 1938
年农历六月二十六出生，1959年7月自
晋南师专毕业后，曾先后在北垣中学、
河底中学和闻喜中学任教，历任教导主
任、副校长等职。叔叔曾在之前的闻喜
县经营管理局工作，先后调任城关镇副
镇长、县委政研室主任。大姑曾先后在
山西省政府和原运城地委秘书处工
作。二姑曾先后在闻喜县图书馆任图
书管理员和会计。三姑曾在五四一工
程和大同市一家研究所工作。

尽管身处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受家
风影响，在父辈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的优
良品德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人正直坦
率，光明磊落，廉洁自律，不贪不沾；对
待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说话办事
干脆利落，雷厉风行；持家勤俭节约，干
活有条不紊，极其勤快，又极爱整洁，对
待老人更是关怀备至，孝敬有加。

1987年9月，年逾古稀的祖母突发
脑血栓，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于是，母
亲、婶婶和几位姑姑轮流照料，每天变
着花样为祖母做可口的饭菜，为祖母翻
身拍背，擦拭身体，悉心照料。祖母的
衣着、床铺总是被收拾得清清爽爽，屋
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每逢亲友来
家中探望，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家里
收拾得这么干净，哪里像有病人的。”

祖父晚年时，父亲曾将其接至闻喜
中学家属院精心照顾。一向勤快能干
又擅长做饭的母亲，每天想方设法为祖
父改善伙食，烙煎饼、蒸包子、炸油疙
瘩。祖父有早起的习惯，每天做早饭
前，母亲都会先给祖父冲一碗鸡蛋泡
馍，或是热一袋牛奶。父亲也常会带着
祖父上街喝豆腐脑，吃羊肉泡。

其间，在县城工作的二姑和叔叔也
常会将祖父接至他们家住上一段日

子。每至冬天，大姑便会将祖父接至运
城精心照顾，除一日三餐外，厨艺精湛
的姑父还经常为祖父做红烧肉。一次
去大姑家，只见姑父一下做了六碗红烧
肉，说是祖父很喜欢吃，多做点放在冰
箱里，每天给祖父热上一碗。不仅如
此，姑父每天早晨起床后，还会主动为
祖父倒尿盆。姑父退休前是原运城地
区某局局长，但丝毫没有官架子，我们
每次去大姑家，大姑和姑父都会热情招
待。姑父对待晚辈亲切，常为我们削苹
果、剥橘子，对待老人更是精心照料、关
爱有加。

在大同工作的三姑，每年会利用探
亲假回家陪伴照顾年迈的祖父。祖母
和祖父离世后，三姑和三姑父每年还是
会回来看望我的父母、叔婶、姑姑们，兄
弟姐妹间始终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孙辈的有为人生

我们家姐弟四人。大妹1988年毕
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就职于司法系
统。她1993年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工作
积极上进，锐意进取，凭借扎实的理论
基础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走上了司法系
统岗位。

弟弟自幼勤奋好学，一路高歌。他
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之后，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两年，留校
工作5年。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校史馆副馆长，民进中
央联络委员会委员。

小妹1992年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
大学，后在闻喜远洋双语学校和夏县海
星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她刻苦学习，
于 2003 年顺利通过成人高考，被山西
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三年苦读后，她
于 2006 年顺利毕业，从此教学更加得
心应手，因其突出的教学成绩曾多次受

到学校表彰。如今的小妹，工作亦十分
出色。

我毕业于原运城地区卫校和山西
职工医学院，后就职于闻喜县人民医院
和运城市第三医院，曾多次荣获“先进
工作者”和“优秀护士”称号。2003年非
典期间，荣获“抗击非典优秀护士”称
号。曾在《中华当代医学》《山西医学教
育》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有
多篇论文入选全国护理学术会议进行
学术交流。同时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
动，多次在演讲及征文比赛中获奖，并
两次夺得“运城市卫生系统乒乓球女子
单打冠军”。

我业余时间坚持阅读与文学创作，
自20世纪90年代始，陆续在省、市级报
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散文《花
开的心情》荣获“2010年全国散文作家
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中篇小说《花果
飘香的季节》荣获“2012运城市绿协杯
文学大赛”一等奖。

我们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良好
的家庭教育。饱读四书五经的祖父是
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从小就经常听祖
父给我们讲唐诗宋词、《朱子家训》《三
字经》《论语》《三国演义》等。从事教育
工作的父亲为我们订阅了各种文学刊
物，《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汾水》等杂
志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我们读高中
期间，父亲经常会带我们走进学校图书
馆，借阅各种文学名著。每逢周末和节
假日，我们姐弟常会去闻喜县图书馆借
阅，有时也会坐在阅览室阅读。那时，
二姑一家就住在县图书馆后院，我们也
因此常会在二姑家吃饭。我们每次去，
二姑和二姑父总是满心欢喜地热情接
待。

优良的家风家教培养了我们良好
的德性言行，铸就了我们乐观自信、积
极进取的坚强品格。良好的家庭环境
使我们从小养成了喜欢阅读、热爱学习
的好习惯。祖辈坚贞不屈、勇于担当、
乐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勤劳善良、尊老
爱幼、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行，更像一束
温暖的阳光，照亮我们的人生，让我们
在人生路上不畏艰险，勇毅前行。

祖辈的懿德之光 照亮我们的人生

▲2003年夏父母亲与大姑、二姑及叔叔于大同留影

□张丽萍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
境至关重要。良好的家风家教不仅会
对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
重大影响，也会对德行修为、艺术修
养、生活情趣等方面产生许多积极有
益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生目标
的确立、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的引
领、思想品格与精神气质的提升，更
是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