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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停雨霁，青山依旧。

风，吹进太行山，掠过浊漳河的水

面。记者举目眺望，凤凰山巅，“八路

军抗战纪念碑”巍然屹立，碑身上镀金

的文字在阳光下闪耀夺目。

清明节前夕，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内 外 人 流 如 织 ，瞻 仰 者 从 四 面 八 方

赶来。

在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警

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武乡中队派出讲解

员 讲 述 先 烈 故 事 ，以 实 际 行 动 致 敬

先烈。

连日采访，记者从现场看到的一

幕幕场景中感受到，一场持续多年的

精神“接力”在这片红色热土历久弥

新，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官

兵血脉。

记者沿着陡直的石阶拾级而上，

走近四棱形的“八路军抗战纪念碑”仔

细端详。

碑 体 高 19.37 米 ，寓 意 1937 年 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两侧镌刻着谷穗与

长枪的铜质图案，象征八路军依靠“小

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

在纪念碑背面，长达 30 米的弧形浮雕

墙上，密密麻麻镌刻着抗战时期血洒

疆场的八路军将士名字。

正当记者沉浸在对那段历史的缅

怀中时，一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从远

处传来。转头望去，12 名中队官兵组

成的仪仗队正在不远处刻苦训练。每

逢清明节，纪念馆都要邀请中队官兵

负责现场的仪仗司礼工作，由他们亲

手送上当地党政军机关及各界群众代

表敬献的纪念花篮。

训练间隙，仪仗队队长梁斌告诉

记者：“先烈们为祖国和人民付出了一

切，我们必须以最标准的军容军姿、最

饱满的精神状态，向他们表达我们的

敬意。”

2015 年 9 月 3 日，在当地举行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活动中，从军仅两

年的梁斌第一次走到台前，从前任仪

仗兵手上接过花篮，从此便担负起这

项特殊任务。

“那一年，我参加敬献花篮仪式，

为 了 完 成 好 任 务 ，我 们 加 班 加 点 彩

排。由于大门受宽度限制，手提花篮

同步进入难度很大，白天我们就在这

条大道上一遍一遍地走，晚上我们用

十几斤重的面袋代替花篮偷偷加练。”

为烈士敬献花篮数十次的梁斌记忆

犹新。

“仪式正式开始时，当我在众人瞩

目下缓步进入大门的那一刻，才明白

这份责任无上荣光。”谈话间，梁斌望

着纪念碑说，“今年，可能是我军旅生

涯的最后一年，我要把接力棒交给其

他战友了。”

“班长，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在一旁默默聆听我们对话的上等兵何

杰新说。

“这是先烈用生命捍卫使命的写

照……”纪念馆展厅中，娓娓道来的讲

述，让前来瞻仰的观众停下脚步，侧耳

倾听。通过中队红色讲解员吴军仪的

讲述，一件件浸着历史烟尘的物件仿

佛有了生命。

互动交流中，观众纷纷为吴军仪

点赞。有人问：“你讲得真好，是经过

专门培训吗？”吴军仪自豪地说：“我们

中队人人都是讲解员，个个都是守护

者。”

初当红色讲解员时，吴军仪怕讲

不好英雄们的故事，便死记硬背到滚

瓜烂熟。一次讲解，一名老人向他提

了一个问题。突如其来的提问，让吴

军仪犯了难。

“一般的历史大家都耳熟能详，

要 想 了 解 更 多 ，还 需 要 钻 研 更 深 。”

从 那 以 后 ，吴 军 仪 常 常“ 泡 ”在 图 书

馆 里 ，努 力 探 寻 抗 日 战 争 的 历 史 印

记 。 如 今 ，吴 军 仪 成 为 纪 念 馆 优 秀

的 志 愿 讲 解 员 ，无 数 人 从 他 的 深 情

讲 述 中 ，汲 取 伟 大 抗 战 精 神 的 丰 富

营养。

“展览陈列的故事讲不完，只要来

过一次，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革命英

雄的敬仰就会进一步、深一层。”吴军

仪说，这些年，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发生

了很大变化。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3D 动画生动

地展示着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战斗过

程，配合逼真的光影效果，让人感觉身

临其境。一旁还有虚拟现实（VR）体

验区，参观者穿戴设备，仿佛置身于当

年 的 战 场 ，与 八 路 军 将 士 一 同 冲 锋

陷阵。

在该中队，有一支“红色创作表

演队”。在中队党支部的指导下，他

们 组 织 有 文 化 兴 趣 爱 好 的 官 兵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创 排 红 色 节 目 ，不 仅 丰

富 了 中 队 官 兵 的 文 化 生 活 ，也 为 中

队 提 供 了 很 多 铸 魂 育 人 的 生 动

素材。

“武乡是革命老区，这里的山山水

水都见证过先烈们的英勇。我们希望

通过创排文艺节目的方式用好这些红

色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铭

记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谈及初衷，中

队佘指导员说。

一 旁 的 中 士 李 云 霄 是 节 目 主 演

之 一 ，他 说 ：“ 刚 接 到 任 务 时 压 力 特

别 大 ，生 怕 自 己 不 能 诠 释 那 段 历

史 。 这 几 天 ，我 们 走 访 了 很 多 当 地

的 老 人 ，听 他 们 讲 述 当 年 的 战 斗 故

事 ，每 一 个 细 节 都 让 我 们 深 受 触

动 。 烈 士 们 为 了 祖 国 和 人 民 ，义 无

反 顾 地 投 身 战 斗 ，他 们 的 精 神 时 刻

激励着我。”

临行前，佘指导员专程带记者来

到他们的临时排练场地。尽管条件

简 陋 ，但 官 兵 们 排 练 得 格 外 认 真 。

一 个 简 单 的 持 枪 冲 锋 动 作 ，他 们 反

复 练 习 ，力 求 还 原 当 年 战 斗 的 真 实

场景。

夜幕降临，星光点点。突然，从远

处山间闪出来几支火把，由远及近，手

持火把的“八路军”越来越多，不一会

儿便汇聚成“燎原之势”。

佘指导员说，几乎每天晚上，实景

演出《太行山上》都会上演。在巍巍太

行的青山绿水间，600 多名农民演员

真情奉献的一台大型实景剧，重新把

人们带回当年的时光，带回中华优秀

儿女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烽火岁月。

在这片土地，太行山就是舞台，星空就

是大幕。

又一年清明来临，风吹过烈士陵

园的松柏，武警官兵再次整齐列队，向

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在这片土地

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传承英雄精

神的行列中，有的投身军旅，有的参与

志愿讲解，有的助力红色文化创作，军

民 共 同 描 绘 传 承 英 雄 精 神 的 壮 美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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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花飞絮，又是清明。放眼万里山

河，正是草木泛青、生机萌发的时节。

这一天，总是与思忆相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时间之河

蜿蜒而过，延伸了岁月的长度，却无法

冲淡记忆——

“九·一八”“七·七”“一二·

九”；北平、南京……那是一个个不

敢忘却的数字，那是一个个刻入骨髓

的地点。我们仍然记得白山黑水间的

冲锋身影，仍然记得卢沟桥上的连天

炮火，仍然记得“保卫黄河”的奋力

呼号，也记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

心同德一戎衣”的铿锵誓言。

14 年鏖战，每一寸山河，几乎都浸

染着烈士的鲜血。那场来之不易的胜

利，源于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铸就的

新的长城。

1937 年，日军板垣师团第 21 旅企

图从平型关越过长城南下太原，八路

军 115 师在此重挫日军。时任 115 师

某团团长李天佑记得，由于火力压制

不住敌人，“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

倒下来”。八路军将士们用鲜血染红

那片土地，最终成功终结了“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

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的一孔

窑洞里，悬挂着左权将军与夫人、女儿

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拍摄于他的

夫人和女儿返回延安前。这次分别，

也 成 为 左 权 与 家 人 见 的 最 后 一 面 。

1942 年，他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

等机关转移，不幸被日军炮弹的弹片

击中，壮烈牺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杨靖

宇、赵尚志、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东

北抗联八位女战士……那场救亡图存

之战中，一位位抗日英雄不畏牺牲、血

战到底，把生命和热血献给了这片深

爱的土地。更多烈士没有留下传世的

姓名，却作为这个伟大群体中的一员，

把名字深深烙进祖国和人民心中。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

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

贡献。”当岁月消逝，烈士们的身躯已化

作山河，他们的精神则如星辰闪耀。

这一天，我们再度启程追寻。

崇拜英雄，讴歌英雄，学习英雄。

从一场特殊的“团聚”仪式，到持续多

年的精神接力，新一代年轻官兵正在

用自己的方式追逐烈士的“足迹”，完

成对历史的致敬。

清明时节，我们将循着两条不同

的路线追寻答案，为您讲述这场新时

代官兵与抗日英雄的“跨时空对话”。

他 们 的 名 字 镌 刻 在 祖 国 大 地
■本报记者 杨 悦

阳春三月，草木萌发。

清晨，湖南省醴陵市左权镇将军

村黄茅岭的山坡上，薄雾未散，鸟语花

香。这里，长眠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

母亲——左权将军的母亲左张氏。这

里 ，也 因 为 左 权 的 名 字 而 被 很 多 人

知晓。

左权，1905 年出生于醴陵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924 年，左权考入黄埔

军校，从此踏上革命道路。这一走，便

是与母亲的永别。

抗日战争中，左权以过人的智慧、

勇气与满腔热血，成为抗日烽火中的

英雄。1942 年 5 月，左权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 37 岁。

噩耗传来，白发人送黑发人。因

战乱阻隔，左权母亲未能见到儿子最

后一面，甚至不知他葬于何处。新中

国成立后，左权的遗骸被迁葬至河北

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他的母亲则

长眠于醴陵故土。

数十年间，母子二人，一南一北，

隔山隔水，未曾“相见”。左权的外孙

沙峰心中一直有个愿望：让姥爷和太

姥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这个

想法，得到醴陵军地多方力量的积极

响应。

3 月 21 日，左权母亲墓前，醴陵市

军地一行人和左权红军小学的学生们

列队肃立，举行一场简朴庄严的取土

仪式。

左权镇民兵应急排基干民兵左鹏

蹲下身，用白毛巾一点点擦拭墓碑上

的浮尘。墓碑上，“先妣左母张氏老孺

人之墓”几个大字已斑驳。左鹏一边

清理杂草，一边向身旁的人讲述：“左

权将军牺牲时，他的母亲还在醴陵盼

儿归，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沙峰缓步上前，从黑色帆布背包

中取出一个釉下五彩瓷坛——这是醴

陵非遗传承人手工绘制的作品。他缓

缓俯身，用铲子掘起一铲湿润的故土，

除去枯叶和碎石，动作轻柔如捧珍宝，

“这铲土，是太姥姥的牵挂，也是家乡

的思念”。

“太姥姥，我来看望您了，这次我

将带着您的念想去看望姥爷……”沙

峰抚着墓碑，轻声呢喃。

这泥土，是左权离家时踩过的黄

土地，揉进了母亲倚门远望时滑过衣

襟的泪水，更寄托着醴陵军民对英雄

的深情追思。

每一抔泥土，都带着记忆，带着母

亲对左权深深的眷恋。

队伍中，左权红军小学的学生们

踮着脚尖，将一束束黄菊摆在墓碑前，

他们胸前的红领巾格外鲜艳。

聆听沙峰诵读左权写给母亲的家

书后，学生代表易芷琪眼眶泛红：“老

师说，我们今天的安宁，就是将军‘成

功的事业’。”

次日上午，载着这坛故土的列车

从醴陵东站启程北上。车厢内，瓷坛

被红绸包裹着，7 名随行军地人员轮

流看护。

当列车驶过长江时，醴陵民兵、红

色宣讲员杨云志感慨不已：“当年，左

将军从醴陵出发参加革命，今天我们

护送故土北上，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

的传承！”

1000 多 公 里 的 路 程 ，众 人 小 心

守 护 着 瓷 坛 ，守 护 着 一 段 沉 甸 甸 的

历 史 和 深 情 。 途 经 武 汉 站 时 ，列 车

长 得 知 瓷 坛 的 来 历 后 ，特 意 腾 出 空

间 用 于 安 全 存 放 。 途 经 郑 州 站 时 ，

几 名 退 役 老 兵 得 知 后 ，也 自 发 加 入

护送队伍。

3 月 23 日，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玉兰吐蕊。当

醴陵故土护送队伍出现在陵园门口

时 ，等 候 多 时 的 邯 郸 军 分 区 官 兵 和

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学生们齐刷刷

敬礼。

人群在将军墓前汇集，太行山的

风掠过墓碑上“太行浩气传千古”的鎏

金大字，仿佛将湘音与冀语编织成同

一曲挽歌。

祭扫仪式上，醴陵基干民兵代表

捧出竹篮，取出从醴陵带来的艾叶粑

粑和酱板鸭。

“将军，家乡的米酒还是当年的滋

味，您尝尝！”杨云志的汇报声震松柏，

“如今，醴陵一天比一天好，人民安居

乐业，您的母校去年又走出了 2 名空

军飞行员！”

沙峰跪在墓前，颤抖着将故土撒

向青石缝隙和墓碑周围。“姥爷，太姥

姥来看您了……”

泥土回归大地，仿佛母子二人终

于跨越时空，紧紧相拥在一起。

此刻，阳光为左权将军墓镀上了

金色，醴陵故土已化作护着新草的春

泥。杨云志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发

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今日任务：送英

雄母亲‘探亲’；明日任务：守护万家团

圆。”

“这场特别的‘团聚’，不仅是对

左权将军的缅怀，更是对千千万万革

命先烈的致敬。”醴陵市人武部领导

说，“左权将军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

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今天这场特别的‘团聚’，让我们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英雄与家人之间

的深情，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

80 多年前，左权将军血洒太行，

用 生 命 捍 卫 了 民 族 尊 严 ；80 多 年

后，一坛故乡的泥土，让英雄与母亲

“重逢”。

从湖南醴陵到河北邯郸，这场跨

越千余公里的特殊“重逢”，串联起的

不仅是一位抗日英雄与母亲的深情，

更是一次对英烈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左权将军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

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唯有铭记

历史，砥砺前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

慰。”一位前来瞻仰的老人说，在这片

他们用鲜血守卫的土地上，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而他们的故事，也将永远

被铭记。

祭扫结束后，一场特别的“团聚”

在沙峰见证下上演。湖南教育电视台

技术团队工作人员将左权将军的戎装

照、女儿左太北和母亲 3 人的图像输

入 AI 系统，母亲、儿子、孙女三代人的

影像在屏幕上渐次清晰——将军的军

姿笔挺如松，左太北和左权母亲温婉

优雅，背景中醴陵的渌江与邯郸的太

行山奇迹般交融。

当夕阳的余晖洒在烈士陵园，沙

峰 一 行 人 缓 缓 地 离 开 。 他 们 知 道 ，

这场“团聚”远远没有结束。左权将

军 的 精 神 将 继 续 传 承 弘 扬 ，激 励 大

家奋勇前行。

故事还在延续。连日来，醴陵的

陶瓷雕塑艺术家们正在忙碌——混合

了左权母子墓前泥土的坯料在他们掌

心流转。窑火升腾间，粗糙的陶土逐

渐显现出母亲眺望的侧影与将军挺立

的轮廓。

这 件 题 为《团 圆》的 作 品 ，制 作

完 成 后 将 永 久 安 放 在 醴 陵 市 烈 士

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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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清明节前夕，军地代表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纪念活动。

丁时伟摄

清明节前夕，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武乡中队组织官兵在抗日烈士墓前

祭奠。 任华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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