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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8歲的肖勁光是首批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

學學習的學生，聽過列寧講演。1923年應召返回祖國

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再度赴蘇學習，

1929年返回參加中央蘇區土地革命戰爭。新中國成立

後他臨危受命，不僅成為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員，

也是世界海軍史上擔任

此職務時間最長的司令

員，整整掌兵中國海防

三十年，被譽為「人民

海軍之父」。肖勁光孫

女肖雨青接受香港文匯

報採訪時說：「在爺爺

的心裏，擔當是一個共

產黨員最基本的品質，

而這種擔當精神也成為

了他傳給後代們的家

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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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海軍成立，1950年黨中央任命肖勁光為海軍司令
員，當時除了國民黨起義人員帶來的艦船
裝備之外，一無所有。肖雨青講述道：當
時毛主席提出讓其擔任海軍司令，建設一
支強大的中國人民海軍。這令肖勁光大感
意外，他操着鄉音說：「主席，我是個
『旱鴨子』，這輩子總共坐過五六次船，
每次都暈船暈得特別厲害，在床上動彈不
得，根本不懂海軍，這怎麼當海軍司令，
怎麼指揮打仗？」但毛主席說了，他就是
看上了這個「旱鴨子」。
1950年3月17日，肖勁光作為新上任的

海軍司令員風塵僕僕地到山東威海進行設
防考察。為了過海到劉公島，隨行人員向
當地漁民租了條小船，漁民得知這是中國
人民海軍的司令員時十分不解，「海軍司
令還要租我的漁船？」為此，肖勁光就暗
下決心，一定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中國人民
海軍，一定要有自己的航母。

潛艇演習事故 承擔主要責任
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擁有8艘潛艇
的中國海軍在一次演習中致使一艘潛艇發
生事故。「當時的艦長覺得罪過太大了，
後來一聽肖司令員過來了，知道這個責任
重大，主要領導痛哭流涕吃不下飯，他們
甚至給同事們交代好後事，說自己要判刑
了，子女、老婆都委託給戰友。」肖雨青
講述道。
果不其然，沒過幾天肖勁光司令員就把

他們招到東海艦隊一處招待所，向他們了
解情況。但肖勁光第一句話是：你們是基
層幹部，你們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我。
聽說你們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那以後還怎
麼幹海軍？這些話令兩人非常感動，最終
這次事故由肖勁光直接承擔責任。「在爺
爺心裏，擔當是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品
質，這種擔當精神也成為他傳給後代們的
家風。」肖雨青說。

終身海軍司令 實現多個「第一」
毛主席曾經說過：「只要他在，海軍司

令員不易人，肖勁光是終身海軍司令
員！」「正是這份信任，爺爺克服了重重
困難，不僅是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員，
也是世界海軍史上擔任此職務時間最長的
司令員，實現了人民海軍的許多個第
一。」肖雨青一一細數：創建了第一所正
規的海軍學校，組建了第一支快艇部隊、
第一個航空兵師、第一個潛水艇支隊、第
一個驅逐艦大隊、第一個岸防導彈部隊、
第一個海軍陸戰隊，以及研製了第一艘戰
略核潛艇和攻擊型核潛艇，實現了海軍艦
艇裝備導彈化……
肖雨青稱，在肖勁光的晚年歲月中，

他和晚輩講得最多的就是，「一個人離
開了黨，將一事無成」。他教育後輩們
無論何時都要始終忠誠於黨、忠誠於社
會主義事業，作為共產黨員，要自覺淬
煉黨性，無論遇到哪種困難，都要勇敢
地去克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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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肖勁光，人們的第一印象是「新中國第一任
海軍司令員」「人民海軍之父」等頭銜，但鮮為世
人所知的是，肖勁光多才多藝，洞簫、二胡、月
琴、曼陀林等樂器信手拈來。大革命時期，他曾與
劉少奇等同台演過話劇。長征途中，他在彈火紛飛
的行軍間用洞蕭聲為官兵們消除疲勞，鼓舞士氣。
1951年中蘇兩國在大連舉行關於收回旅順口的談判
時，一曲曲調正宗的《喀秋莎》技驚四座。

肖勁光也特別注重對子女文藝方面的培養。
「爺爺要求我們家每個人從小都要掌握一門樂

器，為此還組成了家庭小樂隊，時不時在中
秋節等傳統節日演奏，陶冶情操的同時，

也體現出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傳
承。」肖雨青說。

購畫眼光獨到 低價買入珍品
除樂器外，肖勁光對繪畫也十分喜

愛。早年在長沙讀中學時，他曾與
好友任弼時嘗試過為人畫像謀生。
戰爭年代，肖勁光把對繪畫的喜好
運用到軍隊管理教育中，圍困長春
時，他指導部隊美術工作者畫宣傳
畫，用大炮等形式送到敵人陣地。
調任海軍司令後，他更重視部隊的
文化工作，其授意組建的海軍美術
創作組創作出一大批好作品。一個
時期，司令員親自抓文化工作、抓
美術創作，成為部隊一段佳話。

一次，肖勁光在琉璃廠榮寶齋發
現多幅歷史久遠的名畫。其中最著名

的四幅：明代畫壇四大家之首沈周的
《山水觀瀑圖》，明代院體花鳥畫中變

格的代表畫家林良的《雪景雙雉圖》，
萬曆年間山水高手張宏的《三松圖》，明

末皇室族人朱翰之的《遠浦風帆圖》。
「經過幾百年歷史變遷，這樣的珍品不多

了，放在今天每一幅都價值連城，當時每幅只
賣幾十元人民幣，可爺爺拿不出那麼多錢，與店

員交談一會兒就回去了，第二天湊夠了錢把四幅畫
買了回來。幾天後畫家友人們一起品評再三，一致
認為四幅畫都是極難得的珍品，佩服爺爺有眼
力。」肖雨青說。

1964年夏，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北京故
宮博物院收集了一批書畫藝術品，擬於國慶節前展
出。肖勁光提出要把幾幅畫捐給故宮博物院，作為
全家向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的獻禮。子女們詫異：
「爸，您不是很喜歡這幾幅畫嗎？」肖勁光說：
「是很喜歡，喜歡才捐出去大家都看啊，國寶自然
應歸國家。」

家庭的耳濡目染讓肖雨青從小便對中國傳統文化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長大後進入藝術品收藏、藝術
品交流的行業。與此同時，作為八路軍研究會青年
分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肖雨青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原副主席王震孫女王京京一同組織、參加各種紅色
後代活動。「十幾年前，我便建了微信群，把青年
後代們聚在一起，定期到紅色革命根據地學習，繼
承和宣揚革命愛國主義精神。」她認為，作為革命
後代，愛國主義精神已滲入血脈，成為與生
俱來的記憶，自己有責任去傳承紅色基
因，弘揚中華文化。

精音韻好繪畫 收藏品贈國家

碰釘勇敢克服
遇錯應先自省

肖勁光夫婦育有8子，他非常注重對後代的嚴格培養與教
育，在家用極高的標準要求每一位家庭成員。吃飯，不允許
地上、桌上、碗裏有一片菜葉、一粒剩飯；穿衣，大的穿完
小的穿，過年過節也難見新衣服；個人衞生、待人接物禮儀
等等細節，也都有嚴格要求。
長子肖永定去蘇聯留學時，肖勁光曾經寫過一封長篇贈
言：「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一定要有事業心、進取
心，時刻要具有群眾觀點，掌握群眾路線。凡事都有困難，
事業是在不斷地克服困難中完成的，遇到困難就要勇敢地去
克服它；碰了釘子，就要向釘子學習，並研究如何拔除

它……凡是事實，凡是真理，就應當承認，堅定
不移，哪怕用千鈞力量

來摧毀你，你也應當矗立不動，表現你的清
高氣節；如果事實證明你錯了，就應當首先自我
批評，立即糾正錯誤，這也是一種高尚品質，是
最聰明、最進步的表現。」
肖策能在保送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時，肖勁光又

將這篇贈言抄錄給他以資勉勵。肖伯鷹在去海軍學院學
習時，肖勁光送他一塊手錶以示珍惜時間，囑咐他「不要
有自來紅思想，夾着尾巴做人，搞好團結，努力學習」。

拒絕搞特殊化 子女送艱苦地
肖伯鷹在南京海軍學院求學時，統一要下放部隊進行鍛

煉，當時正值南海艦隊「八六」海戰結束，台海戰備形勢嚴
峻，肖勁光則要求肖伯鷹到汕頭水警區下放鍛煉。先在艦艇
上鍛煉了三個月，然後又調到南澳島雷達觀通站參加戰備值
班和工程施工，條件非常艱苦。「南方天氣炎熱，施工地質
不好，是沙石地，經常會塌方。按規定半年的鍛煉時間，但
父親足足呆了1年零7個月才回來。」肖雨青說。
畢業分配時，學院想把他推薦到條件相對好一點的東海艦

隊，事後肖伯鷹卻發現自己被分配到了更艱苦的祖國最南
端，位於海南島的南海艦隊。在去海南路過北京時，肖伯鷹
跟父母發了一通牢騷，肖勁光頓時把臉沉了下來說：「你
就是不能搞特殊化，就是要帶頭去最艱苦的地方。」
肖雨青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勁光總喜歡對後輩

們說一句話：你是肖勁光的孩子，就要承擔比別人
經歷更多的考驗。「爺爺從不允許親人搞任何特殊
化，不要讓人在後面戳脊樑骨。對子女們要求特
別嚴，認為這就是對外的影響，擴大到對高級
幹部的影響，對黨的影響。」

▼1949年拍攝的肖勁光
全家福。 受訪者供圖

▲肖勁光將軍為長孫女肖雨青
題寫的命名志。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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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肖勁光任八路
軍留守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受訪者供圖

●●肖勁光肖勁光（（右二右二））曾對肖伯鷹曾對肖伯鷹（（右一右一））說說：：
「「要帶頭去最艱苦的地方要帶頭去最艱苦的地方」。」。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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