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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深情的怀念与追思 沈瑞庭 翻看着易向红女士送来的《本色》的文稿，不禁又一次勾起
了我对老同事、老朋友易锡兴同志的深切怀念。
虽然锡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但他的高尚情怀和音容笑貌常在我心中，每当回想起他那坦荡
、忠诚、坚守、挚爱的本色，深深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锡兴同志是建国初期最富革命朝气的共产党员群体的一员。
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情操，信仰不二，党性不移，几十年如一日，
殚精竭虑、尽职尽责地工作，最大限度地进发生命的能量，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党和
人民。
他乐于奉献，崇尚清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任何私利。
锡兴同志来自社会的底层，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最能体察民情、体味民生疾苦，满腔浓烈的百姓
情怀。
每逢春节，他总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亲自送到家乡的五保户、特困户家中。
他满怀同情地帮助弱者，想方设法为身患疾病或夫妻长期分居的干部职工排忧解难。
这样一位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的领导干部，经常到部属家嘘寒问暖，甚至还帮忙打藕
煤、送生活物资。
他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曾几次把工资调级的机会让给别人。
他大度宽容，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也能做到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他生活作风简单朴素，严格要求自己，每每告诫家人子女，&ldquo;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rdquo;。
直到病危时还担心自己治病花钱给国家增添负担。
作为一个贫苦农家的子弟，他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任劳任怨的服务态度成为省委机关大院的事务
性&ldquo;总管&rdquo;。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崇尚知识，勤奋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了省委领导的一
员&ldquo;高参&rdquo;。
他甘当人梯，不遗余力地培养和举荐优秀干部。
十年前，锡兴同志逝世的时候，同事和友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和他作最后告别。
当时，我想起了著名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作的诗歌《有的人》，那不正是大家送别锡兴同志最好
的挽歌吗？
！
&mdash;&mdash;&ldquo;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hellip;&hellip;&rdquo; 十年来，人们怀念他，追思他，
谈起他就肃然起敬，对他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
一个人走了十年，还有这么多人怀念，这其实是对一种精神的缅怀和追寻，并且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流
逝反而更加珍贵的精神财富。
锡兴同志生前工作和生活在地灵人杰的湘江之畔、文化底蕴深厚的屈贾之乡，湖湘传统文化中诚心守
仁、正道直行、志洁行廉等优秀特质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和骨髓中。
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人生准则和道德信念，坚守着人格操守，演绎着大爱真情。
忠诚是人性中最伟大的一种信仰，坚守是忠诚的践行。
　　忠诚与坚守，其实就是锡兴同志朴素的人生态度。
锡兴同志啊！
你付出了大爱，弘扬了大爱，传播了大爱。
因为有了大爱，你的灵魂不灭！
因为有了大爱，你虽死犹生！
 这本小册子储存着锡兴同志一生坚守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必将延绵一代又一代！
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参天古树，必将枝繁叶茂！
 我们怀念锡兴同志，重要的是期盼这种精神得以延续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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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习和传承他留下的美德，传之后代，发扬光大。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大爱与深情。
锡兴同志的儿女易文、易武、向红及女婿德之，可说是孝心昭昭，情意浓浓，情真义重，令人感动。
　　向红要我为这本书作序，写了以上这些话，权作代序吧1 2010年4月于星城 （沈瑞庭同志系原中共
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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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生活的五彩斑澜里，有一种最珍贵的底色叫本色；　　在世间的瞬息万变中，有一种最强韧的意志
叫坚守；　　用生命坚守的本色，也许不耀眼，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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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苦大情深 我的父亲易锡兴，1935年4月21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市郊区（原
为长沙县第五区）云田乡柏水村。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省份，是&ldquo;七山、一水、两分田&rdquo;，即：有百分之七十
的山地、百分之二十的耕地和百分之十的水域。
因湘江一带种植木芙蓉，繁花似锦，自唐代起就被称为&ldquo;芙蓉国&rdquo;。
因地处大湖洞庭之南而得名&ldquo;湖南&rdquo;。
湖南物产丰富，人民勤俭，精耕细作，种植水稻已有万余年历史。
自古就享有&ldquo;九州粮仓&rdquo;、&ldquo;鱼米之乡&rdquo;的美誉，有句俗话说，&ldquo; 湖南熟
，天下足&rdquo;。
　　大陆性亚热带季风的湿润气候和中低山、丘陵为主的神奇土地，孕育了一辈又一辈的湖南人。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那副楹联&ldquo;唯楚有材，于斯为盛 &rdquo;，激荡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胸。
不管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湖南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ldquo;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dquo;、&ldquo;身无半文，心忧天下&rdquo;等格言，表达
了湖南人超越古人、超越自我、超越地域的博大抱负与情操，湖南人都喜欢把天下事当自己家里的事
。
&ldquo;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rdquo;，讲的就是湖南人坚韧不屈的品格。
　　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都是&ldquo;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rdquo;的贫农。
据毛泽东同志1927年在长沙的调查：贫农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我的家乡原属长沙县第五区，毛泽东同志讲的正是我们那里的情况。
我们易家就是他讲的那种略有土地，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贫苦家庭。
特别是在曾祖父做裁缝，家中仅有半亩茅谷田无人照管，也当给别人，每年仅能收四升谷的当费之后
，家里的境况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我的祖父叫易寿生。
在他两岁多时，曾祖母就去世了。
从此，祖父便与曾祖父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父子俩住在勉强容身的小茅棚里，一块楼板、一只提桶
就是全部的家当。
祖父七岁开始给人放了两年牛，后来又做了八年长工，二十岁时到长沙做厨工，直到解放。
　　祖母本姓毛，嫁给祖父后改名易寿云。
刚嫁到易家时，祖母只有十四岁，尽管当时还是个尚处在豆蔻年华的小姑娘，但她在苦难面前却表现
出惊人的坚强：婚后第三天，家里就无粒米可炊了，她便上山挖野菜充饥。
十六岁时，她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又陆续生了七个。
但这些不幸的孩子，或因重病、或因难产、或因饥寒，大多不幸夭折了，最后仅有树泉（我的伯父）
、锡兴（我的父亲）、玉珍（我的姑妈）三个孩子长大成人。
祖父到长沙做工后，抚育孩子、操持家务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祖母身上。
天没亮，她就上山砍柴，爬遍了周围的山坡，黑夜还在山上摸黑寻找草籽、蒿子、粑根、蕨子，作为
当时全家人度日的口粮。
　　为了孩子们的生存，祖母常常挨门乞讨，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人家。
她经常是饿着肚子，拄着根棍子，踉踉跄跄地挪回家，把讨来的残羹剩汤，带给儿女们吃，而自己只
吃挖来的野菜。
尤其是抗日战争那几年，她没有尝过盐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
童年的父亲也时常跟着祖母顶风冒雪挨门乞讨，且往往是早出晚归一整天，而讨到的也仅是一些将将
能下肚的残羹剩汤。
父亲对其中的一次经历印象颇深，曾多次向我们全家人讲述。
　　父亲四岁左右的时候，当地有一个豪绅的老母亲去世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
祖母、父亲和众多的饥民纷纷从四处赶来聚于豪绅的家门外，不是为了悼念豪绅的母亲，而是去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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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的施舍。
因为根据当地的风俗，治丧，又叫办白喜事，长者病危，在外子孙要火速归家守候，听其遗嘱。
一旦落气，屋内号啕大哭，屋外鸣铳报丧，同时要烧纸轿&ldquo;送行&rdquo;，名日&ldquo;起轿
&rdquo;。
并烧&ldquo;倒头纸&rdquo;作&ldquo;路上盘缠&rdquo;，还要将病榻上的枕席、稻草等送至村边路口焚
烧。
听到铳响，叫花子们便纷至沓来，所谓&ldquo;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己来&rdquo;。
然而，那天天公不作美，偏偏要折磨这群可怜人。
倾盆的大雨，使等待豪绅家放饭的饥民全身都湿透了，却没有谁因为躲雨而离去，都生怕错过了这个
难得的可以讨得一钵残羹剩汤的机会。
终于熬到了领饭的时候，人们一哄而上，谁都不让谁。
饥饿让人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可怜祖母和父亲乃妇孺之辈，怎么也挤不进去，只能等待人群渐渐散去，才凑到了发饭的地方。
但这时哪里还有什么饭，发饭的人见祖母和父亲可怜，便将一瓢凉水倒进了饭桶里，搅和了几下子后
，将余下的有些许米的泔水给了祖母和父亲。
　　回家后，祖母像过年一样，把讨来的&ldquo;饭汤&rdquo;和着蒿子、野菜一起煮，全家人就这样
吃到了一顿企盼中的饭。
　　人们都说，苦大仇深。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父亲儿时的贫苦，使得他深知百姓的艰难，对百姓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使得他
始终坚持站在贫苦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心系百姓、牵挂百姓，做好人民公仆
，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为百姓服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所要坚守的道德底线。
　　&hellip;&hellip;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色>>

编辑推荐

　　易锡兴同志是建国初期最富革命朝气的共产党员群体的一员。
他生前工作和生活在地灵人杰的湘江之畔、文化底蕴深厚的屈贾之乡，湖湘传统文化中诚心守仁、正
道直行、志洁行廉等优秀特质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和骨髓中。
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人生准则和道德信念，坚守着人格操守，演绎着大爱真情。
这本由易向红所著的《本色：献给我的父亲易锡兴》储存着锡兴同志一生坚守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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