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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神山，山如其
名，这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常年云雾环绕，宛
如仙境。它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曾是黄洋界脚下
的一处湘人后代群居的小村落。

2022年7月，光明日报社社长王慧敏带领调
研组来到神山开展调研工作。调研组在群众家
采访时，从八旬老人吴清娥口中了解到神山有7
位烈士因战负伤，陆续牺牲后合葬在一起的故
事。于是这段被时光深藏在泥土里的历史，如同
一枚枚破土而出的种子在媒体人的心里生根发
芽，这些长眠于此的无名烈士，他们的家在哪
里？是否还有家人？褒扬烈士，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光明日报社的推动下，井冈山轰轰烈烈地
拉开了“为烈士寻亲，为天地铸魂”的序幕。期间，
光明日报社跟进寻亲动态，不断进行追踪报道，
陆续推出了11期“提灯·为烈士寻亲”系列报道。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作为业务单位，全程参
与了“为烈士寻亲”的每一项工作。我们从刚开
始的史料查询认证、实地探寻走访到外出跨省
筛查、见证DNA检测，再到深入查寻、逐步缩小
范围，直至最终锁定对象，圆满完成任务，历时
近400天，先后数十次外出，跨省6次，行程十几
万公里，查找 6万余烈士名录，采写第一手资料
5万余字。

扎实论证的过程

2022年 7月中旬，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牵
头，退役军人事务局、博物馆和公安局成立的

“寻亲专班”开始了艰难的查寻过程。
要考证神山烈士殉难的历史，博物馆首先

要确认在井冈山斗争史实中是否确有其事？又
是否确有其人？

查阅大量的书籍史料后，通过《宁冈县志》
了解到：民国时期，地处井冈山北面的神山和隔
了一道山梁的梅树山及半岗山一带属于马刀队
等绿林队伍的主要活动区域。神山是井冈山五
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哨口的战略要地。《宁冈苏
区志》中记载：“边界‘八月失败’后，毛泽东为挽
救红军，亲率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
红军大队，留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的三十
二团保卫根据地……袁文才带领三十二团一营
埋伏在山下茅坪的桃寮、斜源、神山、周山一带，
日夜袭扰敌人。”另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以及范树德在《井冈山的后勤工作》等资料中介
绍，当年宁冈县委、县政府在大陇、茅坪、新城、
柏露设立粮食储存点，红军从李亚、茅坪和大陇
到黄洋界粮食中转站，然后再到茨坪、大小五
井，往返近百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
不平。从 1937年出版的《宁冈县志》手绘地图中
也可以看出，红军从柏露挑粮上黄洋界，神山村
就是必经之地，可见红军对神山一带的地形地
貌非常熟悉。由此也可以证明1929年1月，黄洋
界战斗失利后，部分红军退却此地有着重要的
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

为了进一步核实1929年第三次反会剿的战
斗情况，我们还查阅了多位老红军的口述资料。
发现多位井冈山斗争亲历者的回忆都间接印证
曾有红军在神山村牺牲这一史实。当时守卫黄
洋界哨口的大队长、中将周玉成的访谈资料和
时为黄洋界哨口号兵的田长江撰写的《在斗争
中成长》以及时为大队司务长的冯瑞田撰写的

《第三次反“会剿”前后》回忆文章中都记载了当
时红军从黄洋界哨口撤离到神山和斜源一带的
战斗情景。

我们经过多次深度采访当地知情的村民，
得到了更为详细的信息：“那年冬天，在神山村
民赖章达、赖文华等人的精心照顾下，在神山村
周山组养伤的绝大多数伤病员都恢复得比较
好，有七位伤员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红
军来到神山村后将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的祠堂和
一栋民宅中，祠堂地上躺满了伤病员。当时神山
村自然经济落后，又处于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
锁中，药品、医疗器械十分紧缺，赖章达、赖文华
两人尽己所能悉心为红军伤员进行治疗。”“烈
士牺牲后，神山的乡亲们用白木板为他们钉制
了简易棺木，将他们一起安葬在周山组的一个
小山头上……”

于是，我们带着“1929年冬天”“彭德怀部”
“红五军”“七位烈士”“牺牲或安葬在井冈山茅
坪、黄洋界、八面山”等几个关键线索开启了长
达一年多的寻访、查找、考证、采集的过程。

艰难查找的过程

有了关键线索做依据，“寻亲专班”就有了

相对明确的目的性。7月开始，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井冈山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的寻亲工作小
组先后赴莲花、铜鼓、遂川，以及湖南平江、茶
陵、炎陵等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查找。在
各地查找了大量烈士名录，初步认定一些牺牲
时间、地点和埋葬地相符的烈士，但因为烈士
名录上的关于他们的记载文字相对简单，可循
的痕迹实在有限，还不足以进行佐证。我们需
要对每一名烈士做更加细致的身份认定，在探
究他们的姓名和籍贯的同时，最好还要找到他
们曾参加过 1929 年 1月黄洋界战斗的记载。所
以我们将查找重点放在守卫黄洋界的红五军的
官兵上。

查证的过程曲折又艰难。
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同志告诉

我们，关于红五军烈士信息他们也极少，因为红
五军当时只是路过万载三天，时间远久，留下资
料不多，难以提供更多有效资料。

安福县纪念馆和安福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我
们提供了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名单共有
3000 余名，其中 1500 多名牺牲地不详，另有 12
人在井冈山牺牲，排除 11人是在 1930年后牺牲
的外，只有一位名叫张德乐的赤卫队员是 1929
年牺牲，具体哪月并没有标注。

转机出现在 7 月 19 日。我们再次抵达湖南
平江县，查阅了湖南平江县注册的2.1万名烈士
的资料，从中遴选出了 188 位在井冈山斗争中
（含湘赣革命斗争时期）牺牲的先烈名单。发现
徐忠孝、肖栋才、童九和等11位是在1929年1月
至4月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时牺牲，最后根据
牺牲时间、地点和埋葬地等信息锁定了其中6位
烈士。

考虑到当年红五军除了守卫井冈山牺牲较
大之外，随后还在 1929年冬天带领永新、茶陵、
安福、泰和、莲花等县的赤卫大队一直坚持战斗
在湘赣边界，肯定也有牺牲。因此，我们将调研
范围作了延伸。

为了避免“灯下黑”，我们多次对井冈山烈
士陵园里有名有姓的 15744名烈士名册进行了
细致查找。试图从中找出守卫黄洋界哨口的红
军官兵，抑或疑似在此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但
发现名册中包含遂川籍、吉安籍和万安籍的大
多数先辈牺牲时间和地点并没有标注，甚至还
有很多标注为“不详”。于是，我们又从吉安县、
泰和县及万安县要来了8000多名革命烈士的名
册，里面只有 8名明确在井冈山作战牺牲，但时
间不尽相同，最终还因为线索早已中断，没联系
到先烈后人。

希望一次次被打破，我们又一次次点燃新
的希望。

又一个转机出现在 2023 年 3 月。我们在湖
南炎陵县和茶陵县，通过当地军人事务局提供
的材料和到烈士后代家里寻访，甄别出有 60名
红军是在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而其中有6名明
确标注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期间牺牲。

自此，烈士“寻亲专班”工作组在各地军人退
役事务局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最终从6万多烈士
中查找到12名匹配度较高的烈士具体信息。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正紧锣密鼓地
将神山无名烈士的部分遗骸送检，通过公安部Y
库的DNA序列进行比对。2月通过不断加大对
烈士遗骸检材样本检测精度，在公安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终于检验出了
精准度较高的DNA信息。

3月初，“寻亲专班”小组再次出征。赴莲花、
平江、茶陵、郴州等地，与 12名匹配度较高的烈
士的后代一边建立联系，一边动员烈士后代自
愿采集血液信息。

4月，湖南茶陵县传来黄渭波烈士的资料。
各种信息表明：黄渭波就是神山 7位烈士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黄渭波烈士牺牲于 1929 年 1月
至 2月，这与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时间一致，
与神山村无名烈士牺牲的时间吻合；安葬地点
和方式也与烈士证明书记录一致。

4 月 14 日，“寻亲专班”的同志再次赴茶陵
联系到茶陵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并联系到黄渭
波烈士的后人。经过进一步的深度查找，信息汇
总后，让我们了解到关于烈士及其家人的更加
感人至深的故事。

原来黄渭波烈士一家三口，父子三人都是
革命烈士。父亲黄道宏，曾经只是药店老板，在
宁冈县三保经营了一家小药店，由于两个儿子
黄渭涛、黄渭波都参加了工农红军，有时会带着

战友们到药店歇息。作为父亲，他也担心儿子的
安危，却又无法动摇孩子们革命的决心，于是决
定与儿子共同战斗，暗中保护他们。期间，他还
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红军的地下联络员。1930年，
被当地挨户团抓住杀害于宁冈县东上乡虎爪坪。
弟弟黄渭波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任宁冈县茨坪
苏维埃政府秘书。1929年1月，在第三次反“会剿”
中，壮烈牺牲。彼时，他刚刚新婚不久且怀有身孕
的妻子一直住在娘家，忙于革命工作的黄渭波至
死未能见到妻女一面。哥哥黄渭涛，生于1893年，
得知弟弟牺牲后，他也于1929年参加革命。担任
红四军三十二团特务排班长，1931年7月22日，
他在押送俘虏回井冈山时在宁冈县长岭被杀害，
安葬在宁冈县长岭黄家屋背。

“终于找到了外公！我们一家人几十年的夙
愿实现了。”听闻认定消息后，黄渭波烈士远在
广东工作的嫡亲外孙陈银洪心情久久无法平
静，“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起外公献身革命的故
事。寻找外公一直是全家人的心愿。感谢寻亲活
动！这是对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也是对烈士后
人的最大激励。”

经过环环相扣的史料考证、村民和家属的
口述佐证，最终经湘赣两省有关党史、军史专家
及“寻亲专班”人员集体研究论证，确定黄渭波
烈士安葬在神山村周山组。2023 年 8 月 5 日上
午，在神山村七烈士墓前，由光明日报社、井冈
山市委市政府、井冈山报社联合举办的“神山红
军烈士认亲仪式”隆重举行。

寻访中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我们四处寻访的过程中，还了解到许多
鲜为人知却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平江籍烈士
肖栋才，1911年出生，1928年 10月参加革命，时
任红五军班长，1929年 1月在井冈山作战牺牲。
采访时，他的孙子肖层楼告诉我们：当年肖栋才
的父亲带着肖格才、肖栋才和肖贤才 3个儿子，
以及自己堂兄弟的孩子肖多才一起投奔红军，
离家时 5人，回家时只有小儿子肖贤才，其他 4
人都战死沙场。

1967年，肖栋才的继子肖旭林和家族亲人
到井冈山寻找烈士遗骨埋葬地，希望能带他回
家，通过当时地方民政局知道他是 1929 年 1月
在井冈山黄洋界和茅坪打仗时牺牲的，所以根
据这条线索，他们一行去到黄洋界和茅坪等地，
经过多方打听，获知一条重要线索，他们的亲人
和其他战友受伤后，是被收留和藏匿在深山一
个有湖南老乡居住的小山村。当他们望着崇山
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岭，自知找寻无望，只能含
着泪水在茅坪这个亲人战斗过的地方，包上一
抔可能沾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壤带回生养他的平
江南江镇的杨柳屋，并为肖栋才烈士修建了一
座坟冢，当作他已魂归故里。

在平江县我们发现当时像肖栋才家这样，
以家庭或以家族为单位参加红军的非常多，后来
寻访的童九和烈士也是如此，家中6兄弟全部出
来当红军，其中3名获得烈士身份，另外3名因为
是地方武装连烈士的身份至今都未做认定。翁献
光烈士的后代告诉我们，翁献光是家中的独子，
成婚后不久就离家参军，20几岁就牺牲在井冈
山。后来只能把妹妹的孩子过继给他延续香火。
他的妻子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终身未改
嫁，侍奉高堂，养育过继过来的孩子，而关于这位
军嫂的记载也只有家谱上李氏两个字。

今天来看，他们当时并不是没有选择，国民
党部队也在四处招募士兵，军饷待遇好过红军
数倍，但大部分穷苦农民却还是选择当红军，因
为他们知道只有跟着自己的队伍干，推翻旧世
界，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

近 400天，我们经历了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的重重困难，目前也只找到了神山 7 位烈士中
的一位，还有更多的烈士等待我们为他们寻
亲、寻家。接下来的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我
们始终会拿出剥丝抽茧的功夫，做到既尊重历
史，又客观分析，同时坚持“绝不放过任何一条
线索，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疑义，绝不怠慢任何
一次问询”的工作宗旨继续寻找“真相”。只有
把最基础调查、寻访、采集工作做扎实了，才能
经得起推敲，才能给社会大众呈现一段清晰完
整的历史。

通过此次寻亲工作，我们也发现了在现存
史料中，如黄洋界、八面山等战斗存在重大历史
事件信息遗漏问题，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我们将继续完善这项工作，为弘扬井冈山精神，
褒扬革命先烈精神，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的作用提供更多扎实可信的史料论据。

神山存忠骨 无名亦英雄
——井冈山神山烈士寻亲纪实

李归宁
许昌地处中州腹地，含河

洛之秀气，沐嵩岳之灵光，是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远
在 80000 年前，这里留下了极
具考古价值的“许昌人”头盖骨
化石及遗址；唐尧之时，高士许
由开疆拓土，率民牧耕，播下了
许地文明的火种；三国时期，曹
丕代汉立魏，改许县为许昌。

许昌三国文化遗存星罗棋
布，春秋楼遗址即是其中的一
处，是三国名将关羽夜读《春
秋》的地方，历史上曾以关公
宅、关王庙、武安王庙、两院英
风庙称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遗址内碑刻林立，其
中《关帝诗竹》碑、《滕之瑚春竹
图》碑两通碑刻，图文并茂，以
竹喻志，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是
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精品。

《关帝诗竹》碑（图 1）碑高
1.3米，宽 0.58米。碑额篆书“关
帝诗竹”；右上方刻门环方印；
右侧中部篆文刻“汉寿亭侯之
印”；右下角碑文述此印是“弘
治三年十月十八日，扬州淘河
获出，环钮共重二斤四两，其文
曰：汉寿亭侯之印。”图中两竿
竹竹叶婆娑交错，右边一竿，高而挺拔，竹叶倾
斜，如被狂风吹拂之状，叫“风竹”；左边的一
竿，低而向右斜出，竹叶下垂，似暴雨淋浇之
状，叫“雨竹”，因此后人又称“关帝诗竹”为“风
雨竹”。图中略看是一丛疏竹，从上到下仔细看
隐藏一首五言绝句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
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尤其是“凋零”二
字，飘落在两竿竹子的根部，更为形象。

“关帝诗竹”为三国名将关羽所作。据《三
国志·蜀书》载：“建安五年（200），曹公东征，先
主奔袁绍，下邳兵败，曹禽羽以归，拜为偏将
军，礼之甚厚。”关羽下邳兵败后，为保刘备的
甘糜二位夫人，土山三约，暂且归附曹营入许。
曹操惜才爱才，对关羽礼之甚厚，赐羽宅第一
处，羽将一宅分为两院，两位皇嫂住内院，自己
住外院，关羽在此秉烛达旦夜读《春秋》传为美
谈，春秋楼由此而得名；曹操又奏请汉献帝封
关羽为“汉寿亭侯”。关羽不被曹操的重赏厚禄
动其心，斩颜良诛文丑之后，当得知刘备在袁
绍处，即向曹操辞行，曹操不忍关羽离去，避而
不见。无奈，关羽挥笔作了一幅诗竹图，以竹喻
志，以画藏诗，托人送给曹操表明自己的心志。

“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意思是曹公您
对我的好意就不当面辞谢了，我就像这丹青上
的墨竹一样，永远改变不了我的节操；“莫嫌孤
叶淡，终久不凋零”关羽说尽管我与刘公分离，
像竹叶一样孤独与清淡，可我却能像竹子一样
忍受严寒酷暑风摧雨残，我对主公的忠心永远
不变。

《关帝诗竹》碑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表达
了关羽对刘备的赤胆忠心，同时，关羽夜读《春
秋》、关公剑劈蜡（扁蜡）、“两院英风”“诗竹明
志”“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陵挑袍”
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事件均发生在许昌，谱写
了关羽人生“忠义仁勇”的壮歌。

从文献资料及现存碑刻记载来看：许昌春
秋楼遗址经元、明、清历代多有修葺。明嘉靖三
十五年（1556）刻石的《重修武安王庙记》碑载：

“许学东有关武安王庙，创建自元至元甲寅岁
中，许敦义者捐金若干，重修增饰……即王一
宅分两院故地。”明代隆庆五年（1571）《创修
关王庙记》碑文记载：“旧有庙，即一宅两院之
遗址也，但所需器用多有不备。岁惟辛末，义
士邹瑾、孙汝砺、何福、李尚仁等，各输财力以
创造之……”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石的

《重修昭烈皇后祠问安亭碑记》
载：“关帝庙其东，别为一院，后
则，帝之三代祠，前为昭烈皇后
祠，又前为问安亭，父老世传此
谓关帝入许时秉烛达旦处也。余
收许拜谒之下……”

地方官吏、过往游人及百姓
因许昌春秋楼是关羽过存之地，
皆拜谒。明成化进士成缪，曾有诗
曰：“巍峨碧殿鲁灵光，传是关公
旧寓堂。伏腊至今纷父老，粢盛全
不间沧桑。通宵秉烛垂千古，大义
经天著五常。祠祀每当风雨夜，时
闻腾踏下长廊。”清代许州知州甄
汝舟有诗赞曰：“秉烛中宵暂避
嫌，宅分两院亦从权。依曹不久仍

归汉，留得英风在颍川。”乾隆
十年（1745），甄汝舟编修《许州
志》，“两院英风”选入“许州十
景”。主体建筑春秋楼一层门楣
镌刻“春秋楼”三字，还有“大节
亭”三字，皆为清康熙年间许州
吏目、著名书画家滕之瑚所书。

《滕之瑚春竹图》碑（图2）。
立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碑中刻“三竹并茂图”，系滕之
瑚的杰作，中州名士李来章作
题记。

滕之瑚，字式夏，山东掖县
人。清康熙年间任许州吏目。据
民国十二年（1923）《许昌县志》
载：他“善书工画，其法帖有龙
蛇飞动之致。所画之竹，疏落老
干，横绝一世。”可见其书画造
诣之深。

李来章（1654-1721），名灼
然，号礼山，原籍许州襄城县，
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康熙
四十三年（1704）任广东连山知
县。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名
列中州理学八先生，工于诗及
古文辞。主要著述有《礼山园文
集》《敕赐紫云书院志》《南阳书
院志》《达天录》《连阳八排风土

记》等40余种。
《滕之瑚春竹图》碑，高1.96米，宽0.73米，

厚 0.15 米，碑中挺拔劲秀的三竿高竹拔地而
起，清峻通脱畅人心目，上垂竹叶，以显竹之繁
茂，下有幼竹芳草簇拥，以烘托出竹之高雅，中
间疏落空灵，补以题记。

主干两侧各有题记一篇。左方滕之瑚撰题
记云：“竹之为物，清风劲节，玉骨贞心，为高人
韵士之所赏识者久矣。余性爱竹，更喜画竹，备
官许下历三十年，衙斋栽竹数竿。公余无事，日
眈临摹，愧未得其神似，聊借以游戏渀滌俗略
而已……创建金龙四大王神庙成功，襄城礼山
李先生作碑文记其事，烦余书丹。工既竣，庙中
余一小碣，嘱余绘竹欲镌拓以遗后人。承命不
敢辞，因走笔写此……”题记后署名：掖水滕之
瑚式夏氏书画并识。

右方李来章题记曰：“人生不可居无竹，古
今画者几百轴……何如镌刻向琬琰，拓出清风
自穆穆……”题记后署名：礼山李来章题。两篇
题记右上角均有肖形起首印，滕之瑚为葫芦
形，李来章为椭圆形。题记署款下方各镌刻两
枚方印。

题记与竹画浑然一体，图文并茂、妙趣横
生。在清代，绘画很重视题记，将题记作为绘画
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如书法艺术之嵌印
章一样，滕之瑚这幅竹画不仅具有这个特色，
而且有两篇题记，六枚印章，使作品更有韵味。
在此，李来章盛赞滕之瑚的竹子画得苍劲有
力，娱人耳目。而滕之瑚又用竹子寓言人生要
有竹竿一样的清风亮节，使人回味悠长。题记
和《画竹》皆属佳作，相得益彰，无论从史料上、
艺术上均有重要价值。

竹子的挺直、空心、有节和四季常青等特征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正直、高雅、有节、坚
韧的精神文化象征，两通碑刻以竹为画，彰显的
悠久文化精神已深入士人骨髓，历久弥坚。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
民族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千百年来，碑刻作为传统文化之载体，
既承载着历史文化之发展脉络，又载有翔实的
文献资料，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鉴藏
价值。一通碑刻，就是一卷史书，它记载遥远的
古代信息。让静止的文物活起来，讲述它们背
后的历史文化，使其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
发挥作用和价值。

许昌春秋楼珍藏碑刻赏析
甄伟

图1《关帝诗竹》碑

图2《滕之瑚春竹图》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