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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布衣

元帥」的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

徐向前，是新中

國十大元帥之

一，立下赫赫戰

功卻一生平易簡

樸。徐向前對外謙和有容，但對家人嚴格，要求子女謹

記共產黨員的重擔與榮光。徐向前唯一的

兒子徐小巖對香港文匯報說，「公私分

明，清正廉潔，都不是刻意為之，而是在

父親的言傳身教下，融入在了血液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

元帥儉樸擅縫補 補丁毛衣伴卅年
「布衣元帥」四字，

其實已經明顯概括了徐
向前艱苦樸素的一生。
徐向前認為五穀雜糧就
是對身體最好，粗茶淡

飯既節約又有益健康。
這位南征北戰的沙場老將，常年自己動手

縫補衣服，戰爭年代他曾自己動手織過一件
毛 背 心 ， 一 穿 就 是 30
年。在紅軍年代，有部
下來找總指揮，看到這
情景便感歎：「想不到
徐總還有這麼一手。」

在徐小巖家會客廳的
牆上，有一張徐向前元
帥坐着的側面像，衣服
領子上有一塊補丁，徐
小巖說，那也是父親自
己補的。不光是自己，
他還曾為孩子們縫補，
且手藝頗佳。「小時候

上學淘氣，剛上學一個禮拜，周末回來衣服
上基本就沒扣子了，他就自己給我們釘扣
子，把絲線搓起來，釘得特別結實。有時候
扣子被碰碎成半顆，都還牢牢固定在上
面。」

家居布置簡單 傢具未曾嫌舊
徐向前和夫人黃傑住的房子，陳設很簡

單，近 20 年沒有粉刷的牆壁，已經變了顏
色，營房部門提出貼牆紙或粉刷，他們不同
意。會客室裏的沙發，橫木已斷了，修了多
次，服務處要更新，他們也不同意。沙發套
補了好幾塊補丁，直到1985年，實在不能用
了，他們才同意換新的。

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徐向前有一個小木
箱，裏面裝着錘子、剪子、鉗子、螺絲刀、
釘子等工具，常常自己動手修理用具，大家
都稱這個箱子為「百寶箱」。他們還有自己
的「針線包」，自己親手織毛衣、縫扣子、
補衣服。這兩位老革命家幾十年如一日，始
終保持了勤儉樸素的生活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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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夫婦（前排）與徐小巖一家三口。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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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元帥生於山西
五台縣永安村，1924年投筆從戎考取黃埔
軍校一期，從此戎馬一生。
常年行軍打仗的父親徐向前有着記日記

的習慣，這本只有11cm×7cm大小、紙
張泛黃的日記也成了徐家家風傳承的珍
寶。「個別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我每次
翻看，都彷彿能看到父親曾經在戰場上浴
血奮戰的樣子。」

動員鄉親抗日 帶侄兒上戰場
根據日記記載，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個

多月時，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
中央即在陝西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
議。8月29日晚，毛澤東在馮家村住處對
父親說：「你是山西人，同閻錫山是同
鄉，你和周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
的工作吧。要動員山西的廣大人民群眾共
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父親是個不好應酬、交際的人，但那

時的他每天每小時都安排得滿滿的，父親

利用各種機會，宣傳我黨的全民動員、持
久抗戰的戰略思想，從而來堅定山西鄉親
們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熱情。」
徐小巖回憶道，「在父親的號召下，村裏
的青年們都紛紛參加了抗日工作。」除了
動員村民，徐向前更是以身作則，帶着兩
位親侄兒第一時間響應號召，後來這兩位
親人都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

緊緊依靠群眾 八路軍成功要訣
中國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先有國再

有家的奉獻精神，都被徐向前記錄在了日
記裏，並深深影響了後世一輩又一輩的家
風傳承。「父親常說，只有緊緊地依靠人
民群眾，八路軍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在
1937年11月11日，即太原淪陷後的第三
天，父親在日記中寫道：
「華北局勢已到最後危局，統治者階級
怕群眾甚於怕暴日，武裝資材，寧委敵而
不敢給群眾，人民束手旁觀，坐視不理，
欲理又無法可理，華北戰局失敗之速乃意

中事。因單純的政府軍隊抗戰，而不動員
廣大人民參戰，不給人民以民主權、不改
善人民生活，決不能發動廣大人民的積極
性，決不能取得人民的熱忱擁護。抗戰若
不是全民的，欲求勝利，如緣木求魚，真
是夢想。」
徐小巖將軍曾踏訪父親戰鬥過的足跡，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期間的尋訪細節相
當感慨。從廣州起義到海陸豐紅色區域，
父親和他的戰友們豎起了中國工農紅軍大
旗（紅四師），從紅軍成立的第一天起，
敢於亮劍就是這支部隊的軍魂，當時父親
把這稱之為「打狗戰術」。徐小巖說，目
前廣東方面正籌拍電影，初定名為《奔向
海陸豐》。《奔向海陸豐》這也是父親上
世紀五十年代回憶文章的標題，生動記錄
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在廣東海豐縣誕
生時的情景，這篇文章用在小學課本上，
讓海豐縣被外界所熟知，讓海陸豐人民為
之自豪。

遺言囑鑽研技術
三代人醉心科創

「總有人問我，父親影響自己最
深的是什麼？」出生在1947

年的徐小巖中將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真要講起，總覺得都是小事，但
正是那些點點滴滴的言傳身教最是讓
自己受用無盡。一個模範的行動勝過
一萬條語言。「心中有條線，行事自
然而然會遵循原則。」

不攀比拒特權 堅持公私分明
「父親在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也
要求我們清清白白做人。」無論在戰
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徐向前在生活
上從來不提個人要求，始終自律自
儉，並且嚴樹清廉家風，要求子女自
強自重，不能利用他的威望拉關係、
搞特殊。
徐小巖回憶起自己在北京八一小學
讀書時住校，每個周末回家只有3毛
錢人民幣車費，有時 7點多才能到
家。當時同學中的幹部子女已有了互
相攀比的意識，而他根本不知道「首
長」到底是多大的官。「父親公私非
常分明。」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家人也都很自覺，已經形成了習
慣，包括母親在內，每天也都是公交
車上下班。」在徐小巖家的客廳，仍
掛有一幅紅旗牌轎車的照片。「那就
是父親的專車。」他指着照片說，
「公私分明一直是我們家的家規。」

厭惡阿諛奉承 作風貫穿三代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
一的人，曾寫下「言之貴在於行，行之
貴在於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語，表明
做人、做事的立場。他最厭惡靠阿諛奉
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這點也深深
印刻在了徐小巖的心上。
「我在總參通信部做了 6年的部
長，在我任內成長起來的副師以上的
幹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誰也不會說我
有什麼圈子，提拔過哪個大家都覺得
不應該上的人。我覺得這點還是繼承
了老爺子的作風，做事對得起良
心。」
1976年，徐小巖的兒子出生了。當
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徐向前給孫子取
名「珞」，「珞」的本意是有稜有角
的堅硬玉石，就是希望孫輩兒，經得
起風雨的考驗，不去隨波逐流，堅定
共產主義信念。

「一生光明正大 從不為己訴曲」
當年，中南海每星期在懷仁堂放電
影。徐珞小時候隨母親去看電影，都

是坐在母親的自行車掛斗中，想看電
影就讓徐珞坐進去，再騎車去中南
海。站崗的警衛戰士看到這輛特殊的
自行車，開玩笑地說：「沒有一家是
坐這個車來看電影的。」
在徐小巖家會客廳右側牆壁上掛着

一幅醒目的墨寶，上面寫着：「一生
光明正大，從不為己訴曲」，落款是
「習仲勳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十
時四十分。」徐小巖說，這幅墨寶有
着特殊的意義，「那是在父親去世那
天凌晨，習伯伯趕到醫院送別父親，
回家後悲痛萬分，當天寫下了這幅輓
聯，這幅輓聯是對父親一生最貼切的
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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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徐向前在休養身
體期間喜歡逛書店，看到科普類的書
籍都會買回家。徐小巖回憶，父親臨
終前對自己叮囑說：「要乾乾淨淨做
人，學尖一門技術，扛起保家衛國的
重任。」
至今，徐家幾代人一直都是踏踏實
實在科技戰線奮鬥。受父親徐向前的
影響，徐小巖姐弟都對科學技術情有
獨鍾。選擇學業時，他和二姐徐魯溪
都選擇了科研相關學科。徐小巖在
1972年被保送進入清華大學計算機
系，畢業後又前往加拿大深造，獲得
計算機碩士學位。當時的中國計算機
發展才剛剛起步，回國後，徐小巖更
是和第二炮兵某研究所的同事們一起
研製出了中國第一代漢字計算機。他
曾任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後又任總
裝備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徐小巖的兒子徐珞正在領導

一個團隊從事信息技術創新工作，
「我有時候也會跟兒子一起討論新技
術。」徐小巖最近開始着手整理父親
留下的遺物和資料，事情千頭萬緒，
有些事已經由徐珞接手，打算建一個
帶圖像的數據庫。

國家要發展 需重智能化
更令徐小巖感到欣喜的是，他的小
孫子也對科學技術有着特殊的靈感。
小小年紀已經能用EV3樂高製作聰明
的機器人，其中包含中央處理器和各
種各樣的傳感器，傳動裝置也十分複
雜。「小孫子設計的機器人能繞開障
礙，還能投擲。」徐小巖一臉抑制不
住的開心，「這是我沒想到的。」他
表示，中國要發展，一定要注重科學
技術，走信息化、智能化的道路。
「踏踏實實的家風傳承，才讓兒子、
孫子都對科學潛心研究。」他說，
「我們一直在為國家的科技傳承創新
而努力，感到很自豪。」

講述人

徐小巖

一九六八年二月參加中國人

民解放軍，歷任第二炮兵司令

部通信部副部長；總參謀部通

信部指揮自動化局組織計劃處

處長、指揮自動化局局長，總

參謀部通信部副部長、部長；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

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一九

九七年七月晉升為少將軍銜，

二零零六年七月晉升為中將軍

銜。第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

表，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徐向前的
專車。
受訪者供圖

傳家日記載戰史 奉獻精神溢紙上

●徐向前要求子女清清白白做人。
受訪者供圖

●習仲勳在徐向前去世當日為其書寫的
輓聯。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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