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07/08 09热点观察
责任编辑：钱虹 制版编辑：申慧珍

倘若在今天倘若在今天，，他们可能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他们可能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可能是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可能是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可能是喜悦而慌张的新手奶爸……然而可能是喜悦而慌张的新手奶爸……然而，，

民族危亡之际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抛家舍业上战场他们抛家舍业上战场，，用生命保卫家园用生命保卫家园，，牺牲时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牺牲时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浩气长存昭日月浩气长存昭日月，，红色精神代代传红色精神代代传。。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但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但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从太行深处到扬子江畔从太行深处到扬子江畔，，从乡野村民从乡野村民

到专家学者到专家学者，，各方接力为烈士寻名各方接力为烈士寻名、、寻墓寻墓、、寻亲寻亲，，让无名烈士让无名烈士““有名有名””，，让更多英烈让更多英烈““回家回家””。。

青山埋忠骨 无名树丰碑
一座纪念馆的追访

“当年二哥血气方刚，抱着赶跑侵略
者的决心参了军。虽然我腿脚不便，但还
是想去南京，亲眼看看刻有二哥名字的纪
念碑；我还希望有生之年找到二哥的妻
女。”

戴上军帽，胸前挂上军功章，99 岁的
夏训朝老人端坐在镜头前，一字一句地讲
述着二哥的故事。

他的二哥夏训典，是一位抗日航空英
烈。“二哥参军以后就失联了，直到前线送
来一份阵亡通知书。他的飞机触山失事，
牺牲时年仅 31 岁……”夏训朝介绍，家中
兄弟 4 人均参加了抗战，自己参加了游击
队，二哥参加了空军，动荡中失去了联系。

这段视频，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
馆“飞鹰·航线史料寻访团”的珍贵成果。

2024 年清明节前夕，纪念馆通过中山
陵园管理局官方网站，首次公布了 1468 名
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并开展抗日航
空英烈信息征集工作，许多英烈亲属联系
纪念馆提供线索。

王欣是其中之一，“我的外公夏训朝
也是一位抗战老兵，他的二哥是夏训典。
外公很想找到二哥的后人……”

得知这一消息，纪念馆研究部主任高
炜带队前往安徽宿州，拜访夏训朝老人，才
有了这段抢救性发掘来的口述历史。

“这次寻访，让我们对抗日航空英烈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高炜介绍，今年清明
节期间，纪念馆邀请夏训典的亲属参加纪
念活动，并向社会发起线索征集，帮助抗日
航空英烈家属寻亲。

抗日航空英烈的信息在不断补全。
抗日航空英烈曹旭桂的侄孙曹植勤打来电
话，“叔公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奔赴抗战一
线，但赴美受训后音讯全无，家里多方打
听，才在 2018 年找到他在美国的安葬地，
得知他 1944 年已牺牲。”曹植勤说，全家盼
望能将叔公的名字补刻到碑上。

经过一系列整理、比对，纪念馆研究
认定曹旭桂为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航空英
烈：出生于广西永淳，军衔为准尉，出生于
1923 年，牺牲于 1944 年 11 月 24 日，年仅 21
岁。

今年清明节前夕，纪念馆公布了第二
批勘误、补刻的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单，
两位抗日航空英烈的名字和信息被补刻到
英烈碑，一位是曹旭桂，另一位刘毅也是由
社会热心人士提供线索而得到认定的。至
此，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总人数更新
为 1470 位。

“一年多来，纪念馆通过实地走访、电
话接待，以及口述史拍摄等多种形式，与
150 多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亲属取得了
联系。”纪念馆工作人员窦若琪介绍，社会
各界和抗日航空英烈亲属提供了大量鲜
活、珍贵的史料，丰富了纪念馆展陈，让参
观者更加立体可感地了解英烈事迹。

（据《人民日报》）

“我要救国去了……敌人很
猖狂。”湖南怀化会同县江边村，
93 岁的村民石守忠独坐条凳，忆
起 80 多年前四叔石继汤离家前
的最后一段话。

一别不复相见，石守忠和家
人们只等来一纸阵亡通知。“原
以 为 再 不 能 知 晓 四 叔 的 下 落
了。”石守忠眼窝里泛起泪花。

今年 4 月，会同县的 90 后青
年志愿者陈建，竟带来了四叔石
继汤的消息，“找到了，石老爹，
你四叔牺牲在江西奉新，也安葬
在那里。”

为抗日老战士寻名、寻墓、
寻 亲 ，陈 建 已 坚 持 5 年 。“ 前 几
年，我从续修的《会同县志》里，
看到本地留有姓名的抗日阵亡
将士有几十位，就想找找他们都
在哪里，是否还有亲人。”陈建
说，其中一位叫石继汤。

“为老战士寻亲分 4 步，先
寻名、再寻墓，然后找事迹，最后
再找亲人。”陈建很有经验。

根据县志里的线索，陈建找
到 了 石 继 汤 所 在 部 队 的 番 号 ，

“抗战时期，石继汤所在部队曾
在 江 西 奉 新 参 加 战 斗 ，伤 亡 很

大。”
他 是 不 是 就 牺 牲 在 奉 新 ？

陈建辗转联系到江西的志愿者，
实地验证。幸运的是，奉新的党
史部门发现当地的抗日阵亡将
士墓葬群，基于文物遗存和档案
资料，编纂了《奉新抗战史》。

翻开这本史料，陈建心情久
久不能平复。“1938 年 7 月 25 日
至 9 月 2 日，国民革命军第 70 军
19 师奉命参加庐山保卫战……
血战金官桥，战斗之惨烈，前所
未有。”陈建得知，此次战斗中，
石继汤所在的 19 师以伤亡 4000
余人的巨大牺牲，完成了阵地驻
防交接。石继汤，正是阵亡战士
中的一员。

后来，奉新当地重修公墓，
石继汤的名字，和其余阵亡将士
一道，被铭刻在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碑的黑色大理石上。

他有没有后人？知不知道
他长眠于此？陈建马不停蹄地
找寻石继汤的亲属。尽管确切
知道石继汤是会同县人，但时隔
近 一 个 世 纪 ，再 想 找 到 他 的 家
人，谈何容易。

“没有一点头绪，只能先从

姓氏出发，逐一排查。”陈建发动
身边的同学、朋友找线索，几乎
找遍了全县石姓相对多的乡镇，
却一无所获。

在线索几乎中断的时候，陈
建翻看相关史料时发现，会同县
地灵乡江边村有一位叫石继堂
的阵亡将士，名字与石继汤非常
接近。抱着希望，陈建通过会同
的党史部门，联系上江边村，在
县人民武装部和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了村
里。

陈建一行人在石姓家族族
谱中找到了石继汤的名字，仔细
核校石继汤父兄生辰年月等基本
信息后，确认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联系到石继汤的侄儿和堂
弟，一位爱国军人的形象渐渐清
晰——石继汤新婚不久，便怀着
一腔热血从戎报国……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能
有四叔的消息。”石守忠老人感慨
万分。在两地多个部门支持下，
石继汤亲属准备赴江西祭奠。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目前，陈建已成功为 6 位抗战英
烈寻亲。

一个志愿者的追寻

山 西 左 权 县 马 厩 村 ，地 形
险 要 ，适 宜 秣 马 厉 兵 ，故 而 得
名。

这里有一座革命烈士集中
安葬处，654 位抗战英烈安葬于
此，其中能确定姓名的仅 18 人。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大 家 只 知
道，这是一群英勇的八路军——

1937 年 11 月 始 ，奉 命 北 上
抗日的八路军 129 师 385 旅、386
旅及师属机关先后驻扎马厩村
3 年之久。其间数次激战，因环
境恶劣、药品短缺，不少战士壮
烈牺牲，他们被就近安葬在山坡
上、山脚下，年复一年，这些无
名烈士墓逐渐难以辨认。

“ 村 子 周 围 有 不 少 烈 士 遗
骨 。 他 们 是 谁 ？ 怎 么 保 护 起
来？”2006 年 ，村民一起收看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大会新
闻，感动之余，决定为这片土地
曾经的“守护者”们寻名寻亲。

当 年 ，大 家 便 在 田 间 发 现
了两块墓碑，带上油漆，村民们
一笔一画，重描刻字，将墓碑重
新竖立起来。后来，这两块墓碑

被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寻亲，也是在还原烈士的

抗日事迹。”左权籍退休干部、
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名誉馆长
王艾甫说。

2009 年 ，左 权 县 在 马 厩 村
兴建革命烈士集中安葬处，将该
村和附近村庄的烈士集中安葬。

左 权 县 原 名 辽 县 ，抗 战 期
间，抗日军民付出巨大牺牲。在
这里，不少人自愿为烈士寻亲，
麻田镇上口村村民赵亚飞是其
中之一。

1993 年 ，赵 亚 飞 家 重 修 房
屋时发现一具遗骨，除了一块怀
表，没有其他信息。

“村里老人们很肯定，这就
是 记 忆 中 叫‘ 朱 建 民 ’的 八 路
军。”赵亚飞父母将遗骨小心保
存，一家人开始为烈士寻亲。

直 到 2009 年 ，在 他 人 帮 助
下，赵亚飞在一本书中发现，一
位名叫“朱杰民”的音乐家牺牲
在上口村，他原名周极明，出生
于 四 川 合 川 县（今 重 庆 市 合 川
区），曾在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前方鲁艺）音乐系任教。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赵

亚飞几经求证，村民口中的“朱
建民”就是朱杰民，也就是周极
明。在媒体帮助下，赵亚飞联系
到 了 周 极 明 的 女 儿 周 传 慧 ，最
终，让烈士遗骨“落叶归根”。

这 段 寻 亲 之 旅 ，揭 开 了 一
个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英 勇 抗 战 史
——

1940 年 1 月 ，前 方 鲁 艺 成
立，当年冬天进驻辽县上武村，
创作了大量反映军民团结抗战
的艺术作品。当地遭受日军严
酷“扫荡”，师生们不得不随时
随地上战场，30 多位文艺工作
者先后牺牲。

如 今 ，走 进 上 武 村 前 方 鲁
艺旧址，斑驳墙壁上，抗日标语
依稀可辨。在其西侧，前方鲁艺
纪念馆 2024 年建成开放。

目前，左权县有 5 处革命烈
士集中安葬处，2000 多位烈士没
有姓名、不知籍贯，史料中也没
有留下只字片语，但人们始终传
颂着、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一群村民的追思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