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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斌、李连成）历经半年

寻找，在石颂禄烈士牺牲77年后，石氏后人

终于在保定市易县东旮旯烈士陵园内，找

到了烈士的安眠地。昨日，55名石氏族人

从全国各地赶到易县，祭奠16岁时就牺牲

的石颂禄烈士，并为长眠在此的1200余名

烈士扫墓、敬酒、献花。“我们不仅是石颂禄

烈士的后人，也同样是1200余名烈士的后

人。”石颂禄烈士的侄女石光说。

东旮旯烈士陵园地势较高，周边的青

草和庄稼郁郁葱葱，烈士纪念碑掩映在苍

松翠柏之中。石颂禄是石家庄行唐人。

1941年12月27日，日寇包围了易县枣各庄

村，卫生员石颂禄冲出包围圈后，发现少了

一名伤员。在他返回寻找时，不幸头部中

弹牺牲，年仅16岁。因登记有误，家人一直

未能迎接英灵魂归故里。在寻亲志愿者的

帮助下，经多方查证走访，行程千余里，在

今年7月1日，家人终于确定了石颂禄烈士

安葬在东旮旯烈士陵园。

昨日，石氏家族55人，从珠海、上海、西

安、成都、石家庄等地赶到易县东旮旯烈士

陵园，祭奠英勇牺牲的亲人石颂禄。这些

族人中年龄最大的已 82 岁，最小的年仅 5

岁。祭奠仪式现场，石家长孙石权宣颂祭

文。他带着爱人和孩子，专程从上海赶到

了易县。石颂禄烈士的侄子石凯从珠海赶

来，他代表亲属们致辞。烈士纪念碑下，寻

找石颂禄烈士的发起者——66岁的石光老

人，在祭奠仪式现场数度哽咽落泪。石光

说，今天很多后辈都来了，就是要让孩子们

看看，他们的祖辈16岁就舍身为国，用自己

的生命保护别人。今年16岁的石绍玄是石

颂禄烈士的重孙辈，他说，爷爷经常给他讲

五老爷爷（石颂禄烈士）的故事，五老爷爷

是自己心中的大英雄。

祭奠仪式结束后，石氏族人为长眠在

此的1200余名烈士扫墓，女士们献上一朵

菊花，男士们敬上一杯白酒。石光老人说：

“1200多名无名烈士，都是我们的五叔。”

亲人找到了，55位后人为埋骨异乡的烈士扫墓

“1200余无名烈士，都是我们五叔”

寻找烈士，为了教育后辈莫忘历史
8月15日，易县西陵镇东旮旯烈士陵园。阳光透

过苍翠的松枝撒在一块块方方正正的黑色大理石墓碑

上，这些墓碑上大多只刻着四个金色的大字：革命烈

士。

来自全国各地的、55位石颂禄烈士的家人们，用

毛巾轻轻擦拭着每一块墓碑、将一朵朵菊花轻轻放在

每个墓碑上、将一杯杯清酒缓缓洒在墓碑旁……家人

们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花：77年来家人们寻找亲人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

70多年来，石家三代始终没有忘记寻找石颂禄烈

士的遗骸。今年7月10日，在承德“891南北公益大联

盟”秘书长彭兴旺以及保定、易县爱心志愿者的帮助

下，终于确定了石颂禄烈士安葬在易县东旮旯烈士陵

园内。

石颂禄1925年出生在行唐县龙州镇故庄村，书香

门第，家境殷实，父亲石老廉，为晚清文举人，抗日战

争中一直在暗中为当地的八路军提供粮食、药品；母

亲赵凤云，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抗战中姊妹四人，三

人皆为抗日烈属。

石颂禄在家中8个兄弟姊妹中行五。1939 年正

月十八傍晚，八路军到村里宣传抗日，石老廉作为民

主进步人士被邀请来助阵。刚上村小四年级的石颂

禄、石华（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沈阳军区，2010年去世）

等人就在这一天参军。石颂禄先被分配到八路军一

分区，初任警卫员，后主动申请到一线作战部队，因石

家历代行医，石颂禄颇通医术，被安排到某连做了卫

生员。

1941年腊月，石颂禄所在的部队来到易县紫荆关

镇枣各庄村的柳树沟休整。因叛徒告密，腊月二十七

日拂晓，连队被来自紫荆关的一队日寇包围，当时连

队和大部分伤员突围出了包围圈，查点人数时，石颂

禄发现少了一名伤员，他立即返回寻找，在村外柏树

坡处他发现这名伤员正向日寇进村方向跑，他赶紧站

起身来向这名伤员大喊，虽然喊回了这名伤员，但是

也惊动了远处的日寇，一声枪响，年仅16岁的石颂禄

倒在了柏树坡上。

在易县枣各庄，今年88岁的黄翔老人介绍，石颂

禄牺牲地点就在他家房后的山坡上，而且仅仅过了18

天后，也就是1942年的正月十五，另一连在此休整的

八路军战士因叛徒告密，被日寇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1943年麦收刚过，一位地下党拿着石颂禄生前的

一张字条来到行唐故庄村石家，说需要钱和药品，这

时赵凤云才知道自己的老儿子已经牺牲三年了。

一别五载，再也见不到幺儿，这让赵凤云肝肠寸

断。几个月后赵凤云让二儿子石俊昌去寻找弟弟，务

必将弟弟遗骸运回家。石俊昌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站

找到了部队，获知了弟弟牺牲地，并带回了由同村石

华精心保管的烈士遗物——一套军装、三本书和一个

挎包。但他辗转来到枣各庄村时，因年深日久，烈士

们坟前木质碑上的毛笔字已经都看不清了，石俊昌只

得空手而回。可能因当地口音问题，他还将烈士牺牲

地错记成了“隆化皂各庄”。“从此我们家亦口口相传，

五叔埋在关外隆化县皂各庄一个山旮旯的山坡上，那

里有一大片坟。”石光告诉记者。

1957年，易县建立了东旮旯烈士陵园；1958年，政

府将枣各庄村埋葬的这一批无人认领的烈士统一迁

移到了东旮旯陵园。

“这次我们石门家族几十人汇聚

到东旮旯烈士陵园，一是为了祭奠和

我五叔一样牺牲的革命烈士们，以了

我奶奶和我父亲生前遗愿，更重要的

是让我们石家的后代们好好接受一次

教育。”今年66岁的石光大姐，虽已白

发苍苍，但声音还是洪亮有力，“来的

这些孩子们不少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

通，但是他们都缺乏信仰，为国争光对

他们来说只是一句空话。通过这次祭

奠，就是要让他们莫忘历史，让他们懂

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名烈士们抛头

颅洒热血换来的，这些烈士才应该是

他们最该敬仰的人。”

石光告诉记者，奶奶赵凤云 1974

年临终前特别交代她的父亲石耀，要

尽量找回弟弟的遗骨。父亲1984年去

世，生前曾专门向她交代寻找五叔的

事情。“他告诉我老家墓碑上写的五叔

牺牲的地点似乎不对，让我在狼牙山

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烈士陵园里好

好找找，这个范围仍然找不到就扩大到

200公里。”石光说，“父亲交代，找到地方

就行了，知道他安息在哪里，家里的后人

有机会的时候能去看看他，给他扫扫墓

就了了我奶奶一辈子的心心念念。”

石光出生在承德，1968 年到坝上

插队成了一名知青，1974年她考入了

张家口建筑工程学校，后到西安民航

工作，现今已退休。今年4月份，石光

抱着一线希望找到承德一位曾在公

安部门工作的同学，希望他能帮助寻

找五叔的下落，这位同学就联系了曾

经帮助亲人寻找过铁道兵的志愿者彭

兴旺。

彭兴旺根据“隆化县皂各庄”的线

索，先后到赤峰、隆化等地查询，最终

将目标锁定到了易县狼牙山附近。7

月10日，在紫荆关镇派出所一位老民

警的带领下，彭兴旺一行首先来到了

枣各庄村走访健在的老人，在走访到

第三户黄翔老人时，老人很快就讲到

了一个年轻的卫生员为救伤员牺牲在

自己家后山坡的故事。

当他们来到东旮旯烈士陵园时，

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这里安葬着

1540名烈士，其中绝大部分是抗日战

争时期大龙华战斗和门墩子山战斗中

牺牲的无名烈士，一块块黑色的大理

石墓碑上只有“革命烈士”四个字。

石光就决定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

的至亲，在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这一天

来此祭奠这里所有的英烈们，“因为他

们也都是我们的亲人。”石光说。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从石光的叙

述中逐渐了解到，石家除了石颂禄烈

士外，家中大部分兄弟姐妹、亲属都参

加了抗日战争，可谓一门忠烈。

故庄村石家自有清以来就是当地

望族，其曾祖一家书香门第，家开书

馆、亦经商；曾外祖一家世代行医，在

行唐一带颇有威望。

抗战开始后，石家就成了八路军

五区和当地县游击大队的补给站和联

络站，父亲石老廉是晚清举人，公开身

份是开明乡绅，实则为八路军提供给

养；母亲赵凤云娘家家境富裕，姊妹四

人中有三人为抗战烈属。

石家第二代中五子三女，六人参

加了抗日战争。

大儿子石颂礼（后更名石理），当

时为地下党，负责为八路军五区筹集

钱粮和药品。后来身份暴露，离家到

了部队，后在西柏坡被党组织派到巢

湖剿匪，最后留到了上海。

二儿子石俊昌，1946年参加革命，

1948年负伤回家。

三儿子石其昌，在抗战中加入了

国民党军队，曾任连长；而其妻子1943

年加入共产党，任村里妇救会主任。

抗战胜利后才知道他加入的是国民党

军队，后在解放战争参加了邯郸起义。

四儿子石耀，1935年在师范上学

时，因营救被国民党抓走的恩师而被

国民党通缉，后参加八路军。抗战后

期被派到东北，后一直在承德兴隆一

带打游击，1945年前后曾任承德市南

营子小学督学，新中国成立后留在承

德，曾任承德地委书记。

五儿子即为石颂禄烈士。

三女儿石秀华,1946 年加入共产

党，新中国成立后在泊头镇小学教学，

1963年随丈夫到内蒙古林西县工作，

1984年离休。

石颂礼长女石国翠，现年 92 岁，

是健在的唯一见过石颂禄烈士的石家

人。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解放战争

期间在西柏坡国务院机要大队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到包头成立包钢。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石家

一门举家迎敌，是我们后人的骄傲，希

望我们的后辈要永远铭记。”石光说。

烈士

寻亲

传承

出生书香门第
16岁为国捐躯

一门忠烈，希望后辈要永远铭记

“了了我奶奶一辈子的心心念念”

本报记者 张斌 李连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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