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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家国梦
无悔赤子心

86 岁的郝慧兰是宝鸡市中

医医院一名退休副主任医师，她

满头银发，个头不高，脸上总是

带着和善慈爱的微笑，周围很少

有人知道她是抗战英烈郝梦龄

的小女儿。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

我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198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

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

郝梦龄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

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体名录。

记者见到郝慧兰时，她微笑

着拿出父亲郝梦龄戎装英武、

目光坚定的照片，她说 ：“父亲

牺牲时我才两岁，真的不记得

了，很多事都是听妈妈和大姐

告诉我的。”她一辈子救死扶

伤，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父亲

是郝梦龄，但她心里却无时无

刻不在提醒自己 ：“我的父亲

短暂的一生满怀家国梦和赤子

心，他严格的家教和家风，就是

一束明亮的光，照亮着我的人

生之路，让我们一定要做对社

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郝慧兰用手抚摸着照片，沉

静的目光中流露着对父亲的崇

敬，放照片的桌子上有一个美丽

的花环，那是她献给英雄父亲的

永不凋谢的花环。她拿出一本抗

日英烈书籍，里面收录有母亲剧

仞秋写的《回忆我的丈夫郝梦龄

将军》，还有其他几篇回忆文章。

时间回到 1937 年。卢沟桥

事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

军军长的郝梦龄三次请求北上

抗日，下定决心以死报国。10 月

12 日到 16 日，敌我双方在忻口

西北、南怀化东北 204 高地上展

开争夺战，阵地一昼夜间易手达

13 次。忻口战役最惨烈的时候，

一个小时就牺牲一个团，最后仅

剩下一百多人，郝梦龄带头向敌

人的阵地冲过去。日军溃退，以

猛烈火力掩护逃跑。

在冲到距离日军不到 200

米时，郝梦龄身中数十弹壮烈殉

国，年仅 39 岁。

当年 10 月 24 日，郝梦龄的

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0000 多

市民自发为他送葬。将军以身许

国，浩气长存！他在阵地上写的

《与妻书》被刊载在报纸上，军民

争相阅读，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

的抗日士气。

1938 年 3 月 12 日，毛 泽

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

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抗日

英烈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

模范”。

怀中方寸心
只为报家国

郝慧兰虽然已经 86 岁，耳

朵有点儿背，但她说话的声音很

清晰。她说，父亲郝梦龄一共有

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其中最小

的弟弟郝荫森早早夭折，正常长

大的两个女儿分别是姐姐郝慧

英与她，两个儿子分别是郝荫槐

与郝荫楠。

郝梦龄将军生前不用私人、

不置房产，也没有积蓄，一家人

住的房子都是租来的。他生前非

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常说“天下

之本在家”“利在一身勿谋，而谋

利在天下”，他常给子女讲岳飞、

文天祥的故事，位卑未敢忘忧

国，让他们长大后要报效国家。

他壮烈殉国后，家中失去了经济

来源，妻子和子女在武汉生活艰

难，孩子们沿街叫卖水果、卖茶

水，赚取生活费与学费。虽然生

活清苦，但母亲对几个孩子的要

求仍然十分严厉，经常说父亲要

求他们要诚实做人、谦和处世、

葆真求善。

新中国成立后，郝家四个孩

子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都上了

大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郝慧英毕业后成了人民教

师。郝荫槐大学毕业后放弃留

在城里的机会，到云南东川的

一处矿场支援祖国边疆建设，

他从来不以烈士子女的身份自

居，工作生活从不要求特殊照

顾，最终因为常年下井而感染

肺病，39 岁不幸去世。郝荫楠

医科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武汉

同济医院工作，之后支援祖国

三线城市建设，到湖北十堰市

参与了同济医学院分院的建

设，成为著名的医生。

郝慧兰在部队学医，后来上

了军医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陕

西，后来成为宝鸡市中医医院的

副主任医师，一生兢兢业业，从

来不提自己是烈士之后，更不向

组织伸手要待遇。

“父亲对我们做人做事的要

求，我时刻都记在心里，而且同

样要求我的三个女儿，要求她们

也要诚实谦逊，努力上进。” 

生是一团火
但求无愧心

将军之女、英烈之后，郝慧

兰从来没有在这个光环下生活。

她说 ：“是新中国给了我们健康

成长的环境，我们就要全心全意

建设我们的国家。”她不仅自己

这样做，也要求家人这样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郝慧

兰的丈夫王恭珏以军医身份入

朝参战，郝慧兰当时已经入伍，

也强烈要求随部队入朝，但由

于部队的统一调配未能如愿。

1974 年，她和丈夫先后转业来

到宝鸡，当时她的三个女儿还

小，她常常由于为病人看病耽

误回家给孩子做饭，经常是刚

回到家，科室一个电话她又赶

回医院。郝慧兰几十年来只对

女儿们讲过一次关于她们姥爷

的英雄事迹，并且要求她们努

力上进、勤谨自强。女儿们从小

就懂得自立，而且刚过十六岁，

她们都申请去了宝鸡周边县区

的农村上山下乡。

郝慧兰夫妇都是中医医院

医疗技术的中坚力量。郝慧兰

和宝鸡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曾组

成医疗队，去全市各县区农村

治病。他们每到一个县区就驻

扎一两个月，为当地患有甲状

腺肿大的患者做手术。那时候

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而医疗

队则给农民解除病痛带去希

望。他们下乡治病风雨无阻，从

来不收农民送来的东西，而且

都是自己生火做饭，不给当地

群众增添任何麻烦。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

地震，全国的医院都抽调医生前

去支援，王恭珏主动要求去唐山

救灾。回来后，上级分给宝鸡市

中医医院 22 名地震中受伤的人

员，他们就在中医医院门口临时

搭建的医疗防震棚中为伤员进

行全面治疗。1983 年王恭珏不

幸病故，当时郝慧兰 48 岁，她

一个人默默肩负起全家的重担，

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工作。退休

后，她被中医医院返聘，一直干

到 68 岁才离开工作岗位。

生是一团火，但求无愧心。

良好的家风传承使郝梦龄的后

代都处世谦和，葆真求善。虽然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他们都怀

揣一颗报国心，全心全意为新中

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利在一

身勿谋，而谋

利在天下”，

抗日英烈郝

梦龄对子女

的教育包含

着深切的家

国情怀。他上

战场杀敌之

前对儿女们

说：“如果国

家亡了，你们

也没有好日

子过。”他的

一身浩然正

气影响着子

女以及他们

的后代。天下

之本在家，家

风，是一个家

庭的风气与

风尚，是给家

中后人们树

立的价值准

则。家风正才

能民风淳，一

个家庭如果

没有好的风气，就会直接影

响社会风气。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感

受到的是，郝慧兰的谦逊、

纯朴、乐观、豁达。她的居室

不大但很整洁，家具简单摆

放有序，有一台上世纪 90

年代的双卡录音机，用一块

白色绣花丝巾盖着，她笑着

说 ：“还能用呢。”一位 86

岁的老人用她一生的勤勉

严谨、朴素正直，不仅传承

了父亲留下的处世谦和、葆

真求善的家风，而且对自己

的女儿、孙辈起到了言传身

教的作用。如果一个家族没

有崇廉尚德、见贤思齐的家

风传承，就很难培养出对社

会有用的人才。

翻开中国历史的群贤

谱，有关家风的记载俯仰皆

是：譬如北宋大政治家司

马光的家风“有德者皆由

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

败”；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家

训家风“勤奋、俭朴、求学、

务实”，一直为曾家后人所

传承；抗日民族英雄、爱国

将领吉鸿昌的家风是“做官

不许发财”等等。优良的家风

形成，往往是几代甚至数十

代人的不懈努力、践行而形

成的，通过父传子、子传孙，

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

它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成员。

清廉质朴、善良守信、进取

有为的家风，在日常生活中

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后代子孙

的人品，是无言的教育、无字

的典籍、无声的力量！

本报记者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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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中医医院退休副主任医师郝慧兰手捧父亲的照片

郝梦龄的革命烈士证书

白鸾，字孟禽，号凝阳，明代凤翔

府宝鸡县西南(今宝鸡市渭滨区神农

镇) 人。他自幼天资过人，聪明绝顶，

又幽默风趣，且有鸿鹄之志，辄以社

稷为念。不仅在宝鸡当地，而且在山

西、浙江等地，都流传着有关他执法

严明、聪明幽默的动人传说，一些老

百姓至今也能道出有关他的几桩逸

闻来，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可

见其影响之大。

白鸾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 ) 中举，二十三年(1487 年 ) 考中

进士，从此正式进入仕途，历任行

人( 掌管旨、册封等事务)、浙江道

监察御史、山西巡按等职。其间，因

为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下令驱

逐国戚，甚至直言进谏孝宗，抨击

阉党首领刘瑾所以触犯了阉党权

贵。阉党权贵多次联手诬陷他，都

被他机智化解，但由于他后来得罪

的人越来越多, 后因谴责副使杨

忠溥，降为县丞，但仍恪尽职守。旋

即在山西辍职，悲愤交加，回归宝

鸡故里。不久赍恨而殁。白鸾死后，

阉党权贵仍不罢休，又派人挖掘了

他的墓葬，借以泄恨。直到明正德

五年(1510 年 ) 八月，迫害白鸾的

主谋刘瑾被诛，其冤案才大白于天

下。同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因被白

鸾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行为所感

动, 特降旨表彰他的政绩, 并敕

修其墓，从而使其得享不朽之荣。

据当地老人回忆，白鸾墓位于其村

南，枕山面水，颇有气势，为当地一

处名胜，可惜毁于上世纪 70 年代，

现已无迹可寻了。

白鸾在担任江南主试期间，一些

皇亲国戚、高官富豪千方百计拉拢

他，给他送礼，并许下高官厚禄，希

望他手下留情，给予方便，都被他严

词拒绝、痛斥一番。有一些国戚的纨

绔子弟看行贿无门，便破釜沉舟，夹

带舞弊，甚至找人替代，蒙混过关，对

此，白鸾严加审查，毫不含糊，一经发

现，不仅当即下令予以驱除，并取消

其科举资格。有几个皇亲国戚的纨绔

子弟恼羞成怒, 便仗势咆哮考场，被

他依法严惩，使其颜面扫地，无人再

敢挑衅，考场秩序为之一新。与此同

时，他在官吏考核中还独具慧眼，选

贤任能，从下层读书人和官吏中选拔

和推荐了一些于国真正有用的人才，

从而为明王朝濒临腐朽的吏治注入

了一丝生机。由于白鸾此举大伤了国

戚的面子，江南权贵对他恨之入骨。

白鸾的举动也为他后来的仕途埋下

了祸根。

在明代，许多官吏为了炫耀自

己的权势和富有，竞相攀比，大肆

挥霍，社会上奢侈浪费之风盛行。

但白鸾却一直生活俭朴，不事虚

华。其简朴程度在明朝中期的官吏

中是少有的，他在穿衣上更不讲

究，除了官服外，就着粗布衣，以致

百姓都把他当作农夫，并闹过许多

笑话。他出门只乘坐一骖( 即三匹

马) 之车，很少带随役，还常常不告

而至，微服私访，从不摆朝官威仪，

以减少对地方和百姓的骚扰。这与

那些脑满肠肥、动辄前呼后拥的贪

官污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深

得百姓的尊崇和爱戴。

在封建社会，由于执法官吏昏

庸，加之迷信观念泛滥，在办理案件

过程中往往出现错判，以致造成一

个个冤案。白鸾作为一个律法监察

官员，深知刚愎自用的危害，所以在

复查和办案时，既不只听官吏汇报，

也不轻信人犯口供，更不依赖封建

迷信手段。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掌握第一

手材料，他常常深入案发现场，明

察暗访，寻找蛛丝马迹，弄清案情真

相，使许多冤案得以平反。他甚至冒

着生命危险，带领人马亲自缉拿罪

犯，从而使案情得以澄清，祸首受到

惩处，百姓称他为“白青天”。

白鸾身为朝廷命官，对生他养

他的宝鸡故里始终一往情深。在宝

鸡一带遭受水旱灾害时，他不仅督

促地方官吏积极组织救灾，而且挺

身而出为民请命，要求官府开仓赈

济，减免赋税。

同时，他还提倡兴办教育，并慷

慨解囊，主动捐款整修县内的名胜

古迹，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2006 年 6 月, 在陈仓区

西秦村南昌宫附近发现白鸾当年

的手书石碑，其起笔顿挫、横直竖

挺、棱角分明，颇有竹节之气，真是

字如其人、字人合一，引起了不小

的轰动。

虽然白鸾只是明朝中叶封建社

会从宝鸡走出的一个监察官吏，但

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正直刚

毅、清廉无私、“出淤泥而不染”的精

神，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一定的

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我们是不应

该忘记他的。

(选自《陈仓文化丛书·历史卷》） 

“父亲是一束光，
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白鸾事略
蒋五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