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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州民政部门统计，
德州市19523名革命烈士中，
除安葬在外地和德州市各
级烈士陵园外，还有6200多
位有姓名记载的革命先烈
遗骨散葬在德州市各个乡
村。

德州市各级民政部门
在调查中，以战争年代德州
境内发生的历次大小战役
为考据，以各级民政部门的
记载为线索，经过考查核
实，又找到了178处掩埋无
名烈士的坟墓和350余具遗
骨，其中女烈士遗骨4具。

如何让这些散葬全市
的无名烈士不再孤单，让他
们回到亲人身边，德州市投
资修建无名烈士纪念园，将
全市无名散葬烈士墓统一
市级集中安葬，让先烈安
息，供后人瞻仰。

2011年6月26日，德州市
举行无名烈士纪念园落成
暨无名烈士主题雕像揭幕
仪式。无名烈士纪念园内安
葬了350余名无名散葬烈士
遗骨，其中女烈士遗骨4具。
这些无名散葬烈士在漂泊
了近70年后，终于有了一个
永久安息之地。

刘金忠说，济南人甚至山东
人都知道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
南惨案”，但德州人却没几个了
解“霍庄惨案”。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之一便是行政区域变化导致
的尴尬。武城县古属赵地，如今
属于山东。霍庄是河北较远的地
方，离山东近却不属于山东。

这样一来，之前的历史事件
梳理和发掘工作，因为这些变更
变得懈怠，而刚刚接手的一方，
又没有足够重视这项工作。

直接结果就是，改变历史事
件在一个区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最终导致历史文化在一个区域
的边缘化荒漠化。

早在五六年前，刘金忠就提
出，民国《平原县志》的做法是很
好的范例——— 隋唐之际，平原郡
治已经由平原县移往今陵县(时
称安德县)，而平原县志仍然不
吝篇幅，详载颜真卿镇守平原郡
抵抗安禄山的史迹。

根据大概就是平原郡的初
始设置地是平原，后来虽移往陵

县，但是名称仍然叫平原郡，所
以仍然要记载它，造成两地县志
都有颜真卿的小传。这样，既给
一段为史册生辉的壮烈史迹多
了一份文本记载，又丰富了平原
志的内容，从哪个角度说，也不
是坏事。

起码，要比造成文化资源的
边缘化好得多。做到这一点，需
要我们克服狭隘的地域意识，树
立大文化观念，使省边县界地区
更加优势互补。

刘金忠说，处于鲁冀交界的

武城人，有“齐风鲁韵、燕魂赵
魄”的特点，尽管霍庄已不属于山
东，但作为武城人，他一直有个心
结，能重新整理这段历史，让这个
地域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广。

比如，这么多无名烈士中，
有没有动人心魄的代表人物和
细节，能否多诞生几部全景呈现
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品等等。

这是一项跟时间赛跑的工
作，随着经历这些事件的老人相
继离世，今后的搜集工作将越来
越困难。

狭窄的村道上，一群老人在
慵懒的阳光下晒太阳，记者辗转
找来时，88岁的守陵人郭金声摘
下墨镜，待反应过来后，露出一
脸激动和兴奋。

斑驳的大门紧锁、两个大
人才能合抱的老柳树更衬托
出乡村的宁静，这一切，仿佛
在诉说这里的历史久远、寂静
无声。

除了清明时节和每年4月29
日那天的喧闹，郭金声早已适应
这里的宁静。纪念堂墙体破旧失

修、内墙墙壁发胀，灰暗斑驳成
为这8000多平方米的底色。

这里是故城县霍庄村冀南
“四二九”烈士陵园，陵园始建于
1958年，时为山东省武城县政府
建，1964年霍庄划归故城。1986
年11月—1987年4月，由河北省
政府、衡水地区行署、故城县政
府主持重修。

每当说起这段历史，已经有
些耳背和白内障的郭金声，总能
回忆起一些细节——— 1942年4月
29日，侵华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冈村宁次进犯德州，指挥3
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
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制造
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铁壁合
围大惨案。

当日下午5点，敌人汇集到
霍庄，丧心病狂地对没有突出重
围的冀南军区文工团的文艺工
作者、冀南行署财政干校的学生
及后勤人员400余人进行了大屠
杀，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510
人，造成“四·二九”霍庄惨案。

那一年，郭金声16岁。跟随

着村里的老百姓一起，认干部
战士为亲人，掩护转移。随后，
将牺牲的先烈就地掩埋。再后
来，他开始守陵园，一守守了四
五十年。

直到始建陵园，这些忠骨才
得以重新安葬在陵园内。“一个
脑袋就算是一个人，再抓几把
骨头，就当做是一位烈士的尸
骨，也很难分清谁是谁了。”郭金
声说，陵园北面安葬的164位烈
士墓上，无一例外地写着“烈士
墓”。

干涸的河床、稀稀拉拉的绿
色麦子地、喧闹的武城运河大桥
上穿梭着山东和河北牌照的大
小车辆，桥东是山东武城县老城
镇，桥西是河北故城建国镇。

离霍庄村几公里远便是武
城运河大桥。以千年大运河作为
鲁冀两省的分界线，以及行政区
划的变更，却始终没有阻断山东
人对“四·二九”革命先烈的哀思。

在武城县老城镇，居民范大
鹏就曾有过去霍庄祭奠革命先

烈的经历。上初中时，全班同学
都举着旗子、拿着花圈，列队步
行到那里祭奠。初中毕业后，就
再也没去过。

德州市运河文化促进会会
长刘金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老家在武城四
女寺的刘金忠去拜谒霍庄革命
烈士陵园，却发现陵园满目苍
凉，不免心生挂念。

之后，一有机会，刘金忠总
会打听陵园有没有重修。直到得

到好消息，他才放心。
“这里可不简单，这是中国

军民以少战多突出重围的惨烈
之战。”刘金忠研究认为，冈村宁
次把扫荡日期定在日本的“天长
节”——— 4月29日，这天正是日本
天皇的诞辰纪念日，是有着无尽
深意的：日帝国主义随着战线拉
长，急需将华北变为其“大东亚
兵站基地”。

而偏偏是小小的霍庄，汇聚
了那个年代齐鲁燕赵等地儿女

无尽的智慧和军民鱼水之情。
每每听说有山东人来祭奠

瞻仰，郭金声都显得十分亲切。
“俺曾经也是山东人。”郭金声
说，现在仍依稀有山东人到这里
祭扫，但越来越少了。

曾经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抗
战故事如今对村里年轻的孩子
来讲，既遥远又陌生，也不再感
兴趣了。比起刚解放时这里开会
时的人山人海，如今的陵园实在
过于寂静。

烈士文化不应被遗忘

武城人跨省寄哀思

88岁的守陵人

1942年4月29日，侵华
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进犯德州，指挥3
万多日伪军对冀南抗日
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
的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
闻的“四·二九”铁壁合围
大惨案。

如今，因为种种因素，
这段历史却渐渐被人遗
忘。设在故城县霍庄村的
冀南“四二九”烈士陵园除
了在清明节和4月29日当
天能迎来部分扫墓的人
外，平日里异常宁静。

铁铁壁壁合合围围大大惨惨案案
刻刻在在记记忆忆的的边边缘缘

全市已找到

350余具

无名烈士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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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金强

▲88岁的老人守着陵园四五
十年，俨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王金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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