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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河南省舞鋼市，小時候讀書的
時候正遇上日軍侵華，讀書的日子斷斷

續續，那個時候也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為了能繼
續讀書，我和一些同學來到廣西，1949年加入解
放軍，當年便隨陳賡將軍的部隊來到了雲南。」
孫韜回憶說，對共產黨的認識，是從參了軍之後
開始的。
「當時，我們100多個青年學生一起來到部

隊，懵懂的我們，在這裏第一次聽到很多新鮮的
詞彙和知識，比如共產主義理想、政治覺悟等
等」，孫韜憶述，當時無論有什麼事情，幹部們
都是以身作則，主動幹、搶着幹，讓他對他們的
作風產生了敬佩之情。
「有一次大家去扛糧，突然下起了雨，大家都

沒有帶雨具，大家被這突如其來的雨打亂了節
奏，心情變得很不好，幹活也沒了力氣。這時指
導員過來鼓勵大家，我們共產黨就是在越困難的
時候，越能戰鬥，越有精神。說完帶領着同學們
一起唱起了歌，大家的士氣一下就起來了。」指
導員這樣的工作方法給孫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說，在此後的工作中自己會時常想起那一幕，
也會運用這樣的方法。

部隊受歡迎 心頓感溫暖
孫韜加入解放軍後，編入陳賡兵團 14 軍 42

師教導大隊，由百色入雲南，首駐大理鶴慶。他
還記得剛剛進入雲南時，走了好幾天，才見到一
盞路燈，從昆明往滇西的路上，幾乎見不到汽
車。不過，一路上，只要有老百姓，他們的隊伍
都會受到歡迎，這讓孫韜心裏頓覺溫暖。
後來，孫韜駐紮過雲南的大理、麗江、曲靖、

西雙版納、昆明等地方，在每一個地方，孫韜都
用心學習，努力工作，曾獲得「二等功」、「三
等功」、「優秀學員」等榮譽。1958年他在雲南
與愛人結婚，雲南成為孫韜的第二故鄉。
現在，他的兒子女兒都在雲南生活，兒子也在

父親工作過的西南林業大學任教多年。在家裏，
孫韜指着牆上的全家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孫
女在上海讀完本科，現在又回到西南林業大學讀
研究生了。

轉業滇高校 教以愛為本
1976 年5月，孫韜結束了26 年軍旅生涯，轉

業到昆明安寧溫泉西南林學院（後更名為西南林
業大學）任宣傳部長。到了學校，在學生區一住
就是八年，和學生一起同學習、同勞動，他的學
生們到現在都還記得，「孫老師剪的樹和他的平
頭一樣平。」
雲南高等林業教育誕生於抗日烽火之中，從雲

大農學院森林系開始，名師奠基，歷史悠久，一

直到「文革」結束前，40年間，都是作為一個系
從屬於其他院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
中國林業部和教育部批准，北京林學院從昆明遷
回北京，留下的獨立建院，才成了一個完整的高
等林業院校，即現在的西南林業大學。
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孫韜潛心研究林業院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籌建教研室，兼任思想
政治課教研室主任，組織研究課程建設。曾任雲
南省高校思想教育教學研究會顧問。孫韜還和其
他老師一起，梳理完成了《西南林業大學校
史》，為學校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多年的教育生涯，孫韜總結出一套教育觀念，

「教以愛為本，學修德當先」。他說，對學生的
愛，是一種超越其他的大愛，只有愛他們，才能
教育好他們。而對學生們的教育，則要做到「愛
而不寵，激而不捧，嚴而不壓，教而不哄」。
現在，孫韜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他與離退休的

老同志們組成的宣講團，每年都要給師生們做革
命傳統教育報告會，每年都有5,000餘名師生聆
聽。「我現在只要有空，都會到學校裏去，不見
到這些年輕的學生們，我會感到失落。」
孫韜鼓勵青年，要記住毛主席曾經說過，你們

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未來是你們的，一定要堅定
信念，發奮努力，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加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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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1歲的孫韜，青年時期隨

陳賡部隊入滇，轉業後在高校任

職；青年時期的戎裝生涯，到後

半生教育青年的職業轉變，孫韜

自己形容是「一路走來一路

學」，他學習黨員幹部的工作方

式，學習黨的先進理念，然後把

這些融到了自己的工作中，用大

愛育人，關心青年一代成長。在

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

孫韜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不忘寄語廣大青年「堅定信

念，把中國偉大的復興事業推向

更加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1962年6月4日是孫韜一生都
不會忘記的日子，那一天他終於
如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自己
布置的大禮堂裏入黨，孫韜記憶
中那天天氣特別好，心裏很激

動，「自己猶如有了新的生命一般。」說到這
個，孫韜開心地笑了。

歷九年考驗 終如願入黨
從對共產黨一點都不認識，到在部隊裏感受到

的溫暖和力量，要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願望，很
早就在孫韜心裏生了根。在跟隨部隊進入雲南的
第四年，他就提交了入團申請，開始為加入中國
共產黨作準備。那時，他經常被派去參加連裏的
會議，雖然不是黨員，但大家都很尊重他，又看
着大家都是黨員，有工作都是爭着做，帶頭做，
孫韜暗下決心，一定要早日加入共產黨，也是在

那個時候，他一下子明確了自己的人生目標，並
明白了「要坐在人民的懷抱裏」的含義。

回到工作崗位，孫韜更加努力，時刻以一名黨
員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1953年孫韜覺得自己準
備好了，便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正式開
始接受組織的考驗。

「這個過程也是挺漫長的，足足過了九年。」
孫韜說，期間自己也會有灰心喪氣的時候，心
想，該差不多了吧，可是還是沒有組織的消息。
他找幹部去傾訴，幹部鼓勵他，「時間也是一種
考驗，記得一定要堅持你的信念！」

終於，孫韜在自己布置的大禮堂裏光榮地入了
黨，「這下子有了歸屬感，自己也可以和大家一
起過以前羨慕的組織生活了。」孫韜說。

孫韜拿到黨費記錄本，小心翼翼地收到了抽屜
裏，他每個月都會記着日子主動去交黨費，而且
拿去交黨費的錢，一定是新鈔，就算沒有也要想

辦法去跟別人換。「雖然錢是一樣的，但是新票
子感覺顯得更加尊重一些。」孫韜說。

如今，孫韜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整整59年，他
也早已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不過，他說：
「工作可以退休，黨員不會退休，自己一生一世
都要為黨的事業而奮鬥。」

孫韜自幼喜歡書法，臨寫漢隸唐楷、石鼓
鐘鼎兼及宋明清諸書法名家，不斷吸取前人
書藝精華，反覆錘煉，逐步形成自己的書
風。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多次參加全國及國
際書畫大展賽，獲得華表藝術金獎、中國國
家傑出貢獻書畫類金獎、走進新加坡中國書
畫藝術精品展金獎等多種獎項。藝術界專家
對他有這樣的評價：「功底扎實，廣收博
取，用精取宏，汲古融今。既有現代清新之
感，又有古典質樸之美。翰墨中萌發着源於

生活的濃郁芬芳，彰顯出特有的藝術氣
質。」
退休後，作為書法協會教師，至今他都堅

持每天徒步從生活區走到教學區，在教室教
學生寫毛筆字，每周二下午到離退休工作處
教老同志寫書法，每年組織一次協會書法比
賽。他在書法教學時教導學生，字如其人，
寫字就是學做人。漢字有其特殊的結構和內
涵，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載體，寫好字練好字
就是傳承中華文化的一種方式。學生們在他
的耳濡目染言傳身教下，激發了寫字練字的
興趣和熱情。書法協會的學生說，與其說孫
老師是在教字，不如說是在教中國文化，他
的課讓枯燥的寫字課變得有趣。

「校園歌曲第一家」
孫韜自從成為了「林」家人，就一心做好

「林」家事，寫好「綠 色」文章。在上世
紀80年代，孫韜和同事們都覺得，生活中不
能沒有音樂，為什麼不自己編錄一集林業歌
曲呢？
於是，在大家的努力下，《綠色的希望》

歌曲集誕生了，1986 年 4 月24 日，中央人

民廣播電台用一
個小時的時間
以《林業大學
生 之 歌 》 開
頭，以《西林
大學生圓舞
曲》收尾，專
題 播 放 了
《綠色的希
望 》 歌 曲
集，《綠色的希望》隨着
電波不僅傳遍了中國廣大林區和城
鄉，同時也傳到了國外。從 1986 年
開始，連續幾年的植樹節期間，都
能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綠
色的希望》的歌聲，當時被譽為
「校園歌曲第一家」。
孫韜寫道：「年輕的朋友歡聚在

這裏，綠化祖國是共同的理想。我
們要化作矯健的雄鷹，把綠色的種
子銜向四方，我們是充滿幻想的詩
人，要把綠色的詩行寫在祖國的大地
上，我們，是綠色的希望。」

●一身戎裝的孫韜。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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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活：
「五有」「四樂」怡性情
91 歲的孫韜老人神采奕

奕，每天上下四樓沒有什麼問
題，如何讓自己退休以後身體
棒、精神好，孫老有自創的「五
有」、「四樂」的養生妙招。
孫老說，「五有」是生活的方

式和態度，孫老的五有是：「老有
所養何所養？粗茶淡飯莫妄想」；
「老有所依何所依？鍛煉身體少求
醫」；「老有所學何所學？新聞聯播
聽廣播」；「老有所交何所交？組織
活動別遲到」；「老有所為何所為？關
工委來搭橋樑」。
還有「四有」，也是孫老多年來的
心得，知足常樂最基本；助人為樂最
開心；與人同樂不孤寂；自得其樂亦
精神。
孫老家裏牆上掛着全家福，書桌

上放着他的書法工具和作品，今年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些日子，孫老
正在思索着要寫上一幅怎樣的書法作品
以作紀念。

「閒不住」續寫「綠色的希望」

●91歲高齡的孫韜已經有59年黨齡。圖為孫韜在家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入 黨 那 日

●學生們到家中看望孫韜。
受訪者供圖

●孫韜（左二）在雲南大理蝴蝶泉邊。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翻拍

●孫韜自幼喜歡書法，這是他的書法作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退休後孫韜為學生們教授書法。

受訪者供圖

●孫韜的書法作品獲得金獎。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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