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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深调查

4月3日早上，吹绿柳树
的春风有些凉，却没有阻挡
弭少宇去祭奠先人的脚步。
尽管要祭奠的这个人，他从
未谋面。

儿时，奶奶给他讲的战争
年代的故事，成为弭少宇一辈
子最难忘的记忆。指着一位名
为弭凤德烈士的名字，这位中
年汉子向每一位扫墓的人重
复奶奶讲过的那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爷
爷弭凤德。当时，弭家在临邑
县是大户人家，颇有学识的弭
凤德写得一手好字，20岁出头
就当兵入伍。在一次敌机来袭
时，还未掌握面对空袭时逃生
技能的他在敌机袭击下，英年
早逝。

每一年的清明节，弭少宇
都会带着小儿子来到这里，给
他讲这段虽陌生却重复过无
数遍的故事。

在年少的岁月里，听到这
些家族史，弭少宇了解到，弭
姓祖上多秀才，明清时多有为
官者，这让他觉得光荣无比。
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人，弭少宇
觉得现在和平富裕的生活，是
祖先用鲜血换来的。

“今年我自己来，还有个
特殊的任务。”弭少宇一边说
着一边不停地往手机里输入
弭姓烈士的名字。“弭姓的人，
基本都是弥衡(东汉末年辞赋
家，今临邑德平人)的后人。”
他说，光他们村烈士就有十几
个。

随着年龄增长和子女长
大，搞文化研究的弭少宇对爷
爷的故事有了新的思考。他总
觉得家族历史应该更系统更
长久地传承下去。

弭少宇说，他已经准备组
织成立弭姓老乡会，通过文本
形式把这些弭姓烈士的故事
永久地传承下去。

随着村里上岁数的经历
过这段历史的老人相继去世，
挖掘陌生却又让他倍感自豪
的祖辈们的故事，让弭少宇有
了与时间赛跑的危机感。

毕竟，靠老人讲故事般口
口相传的家族史，总会在传递
的过程中失去其原有的完整
性。况且，现在的孩子成长在
信息爆炸时代，能否自觉传承
这些家族史，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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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爷爷，成为一代代
后人成长故事里的传奇；无
名烈士迁葬之后，平原县王
凤楼镇李大鼻村村民仍延
续坚持了七十多年的老传
统，坚持每年大年初一和清
明节祭奠全村人内心的精
神丰碑……

在这个清明时节，随着
韩国归还437具中国志愿军
烈士遗骸的消息传来，越来
越多的健在老兵，盼望曾经
的战友能魂归故里，散葬的
烈士遗骸能回归革命烈士
陵园，寻找、还原烈士家族
的家族史，成为每一位烈士
家属的意愿。

与时间赛跑，还历史的
债，让陌生的亲人，永远安
放在后人最柔软的内心里。

今年清明节前，韩国归还
了部分中国志愿军遗骸，这让
临邑县临盘镇的王老先生看到
战友遗骨回归的希望。

3月24日，王老先生致电
本报，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战
友遗骸回国。据他讲述，朝鲜
战争结束后，他在朝鲜住过一

段时间，直至1957年从朝鲜回
国，他牺牲的战友却都长眠于
朝鲜。

看到韩国归还中国志愿军
遗骸的报道，他看到人们对烈
士的尊重，希望在有生之年也
能看到自己的战友英魂归来。

据临邑县临盘镇负责优

抚工作的齐培民介绍，像王老
先生这样健在的援朝老兵已
经所剩不多了。最初从朝鲜归
来的老兵有数十人，目前仅剩
五六个，而且岁数都超过了
8 5岁，好多人只知道有战友
埋葬在朝鲜，却连名字都忘却
了。

据介绍，临邑县已对全县
2449个零散烈士墓以及15座烈
士纪念碑、塔进行迁移，烈士墓
区按照全县12个乡镇(街道)的
地理位置进行安葬。目前已完
成迁移以及纪念馆建设工程，
整个陵园的绿化及附属设施也
已投入使用。

一名受伤的战士高举双
臂，奋力的托起日月，这座名为

《托起》的主题雕像下是一片葱
郁的绿草地，与之一路之隔还
有《守望》和《思念》的雕塑，一
旁散落的红沙岩雕刻的战争残
骸小品，引起人们的无限思念
和遐想。

没有单独的墓碑、没有铭
刻姓名的碑文、没有集中的事
迹展示，与有姓名的烈士墓碑
相比，无名烈士墓显得低调得
多。前来祭奠的群众走在这里
不仔细看总会以为这是烈士陵

园的雕塑，而不会认为地下迁
葬了350余具无名烈士遗骨。

4月3日，德州市革命烈士
陵园主任国林平早早来到这
里，尽管还没有到祭奠高峰期，
但园内仅有的两名讲解员总是
不够用。

在无名烈士纪念园旁，国
林平会经常客串讲解员。国林
平介绍，无名烈士按照数量，每
位烈士都单独安葬在一座墓穴
里。所有墓穴都埋葬在地下，地
上除了雕塑，没有墓碑。

在雕塑的正面，有一本石

刻的《无名烈士祭》，在墓穴上
面一块毛体书写“无名烈士永
垂不朽”泰山石，表达了烈士精
神永存，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新中国稳如泰山、坚如
磐石。

烈士的事迹鲜有人知晓，
烈士的身份已经成谜。国林平
说，这一部分的讲解是最需要
的———“无名烈士主题雕像高
5 . 41米，意寓‘我思念你’”、“平
原县李大鼻村村民守护无名烈
士近70载”……每当有参观者
走到这里，这里便成为讲解的

重点。
德州市民政局优抚科副科

长袁志勇告诉记者，不少散葬
的烈士墓在农村耕地开发、水
利设施维修，加上自然风化，导
致烈士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
坏。

他们以战争年代德州境内
发生的历次大小战役为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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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集中迁葬在无名烈士纪念园
内。

李付强算了算时间，紧着
在自己的地里忙活。因为还有
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又是需要
他带着全村村民祭拜烈士墓的
时间了。

除了清明节，还有每年的
大年初一，到无名烈士墓扫墓
已经成为全村人的传统。到目
前，这个传统已经坚持了70多
年。

今年43岁的李付强是平原
县王凤楼镇李大鼻村党小组组
长，除了小时候跟着大人在大
年初一和清明节到村东头祭奠
革命先烈外，他在李大鼻中学

上学时，学校总会组织集中的
祭奠。

当时，学校还会请来村里
熟悉这段历史的老人到现场给
全体学生讲述当年的历史：
1942年腊月，来自平原、禹城、
陵县的地方干部及部分区队武
装800余人集结在平原王凤楼
一带，遭到日伪军8000多人扫
荡……

敌我数量的悬殊，造成我
方300余名战士牺牲。附近各村
群众连夜掩埋300余名烈士，其
中42名埋葬在李大鼻村。其中，
有1名烈士是陵县人，被亲属认

领后将尸骨迁葬。
没有详细文本记载，也没

有铭文碑刻，只有一座无名烈
士纪念碑。靠老人口口相传，烈
士的抗日故事在这里清晰地流
传了70余年。

直到2011年，烈士遗骨要
迁葬的消息传来，好多村民不
愿意。“守着烈士墓，祭奠烈士
已经成了全村人的习惯了。”李
付强说。

所有村民到场，拿着铁锹
默默地挖泥土，些许抽泣声中，
伴随着村民的情感释放。2011
年5月15日清晨，当41名烈士迁

葬德州市无名烈士纪念园时，
全村村民齐齐地跪下，用这种
原始的礼节为烈士送行。

三年过去了，李大鼻村村
民祭奠烈士墓的老传统，并没
有因烈士遗骨的迁葬而停止，
而是继续坚持着：每年大年初
一，村民无论长幼拜完年，都会
到烈士墓前“拜年”。

迁葬之后坟头已用水泥
砌好，每年清明仍坚持来拔除
坟头杂草。李付强说，烈士抗
日故事已经成为每一位村民
的成长故事和心里面的一座
丰碑。

本报记者 王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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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烈士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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