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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家庭革命纪念馆：

石家庄七旬老人的红色情缘

杨天峰把老宅翻修做了纪念馆杨天峰把老宅翻修做了纪念馆。。

杨高桐的抗大毕业证杨高桐的抗大毕业证。。

“我正在筹建一个家庭革命纪念馆，

记录父亲和大伯参加革命以后那一系列

不平凡的经历，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块展板

陆续完工……”说起建家庭革命纪念馆的

事，石家庄72岁的老人杨天峰滔滔不绝。

杨天峰的老家在山西省洪洞县贺家庄村，

父亲杨高桐和大伯何英才上个世纪20年

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多年为革命事

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辗转陕西、山西、河北等
探寻父辈足迹

对于父亲和大伯当年的革命故事，杨

天峰从小就十分感兴趣。2006年的一天，

已经退休在家的杨天峰想起父亲曾经在涉

县129师随校工作过，便萌生了想去129师

纪念馆找寻父亲足迹的想法。

说干就干，杨天峰买上车票就去了涉

县。让杨天峰没想到的是，在 129 师纪念

馆，他见到了大伯何英才的照片。从此，杨

天峰打定主意，要把大伯和父亲当年战斗

过的地方都走一遍，找寻父辈的革命足迹。

这些年，杨天峰去过北京，去过陕西的

延安、洛川、西安，还去过山西的武乡、左

权、黎城、阳泉、太原等地。他常常下了火

车坐汽车，再徒步行走，有时也会搭当地村

民的摩托车。

在武乡寻访抗大六分校旧址时，杨天

峰见到了一位84岁的老人，老人向他讲述

当年抗大学员露天上课的情形。杨天峰听

了心里又难过又感动，不禁感慨：“先辈们

带领穷人翻身解放真是付出太多，太不容

易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筹建家庭革命纪念馆
传承革命精神

在不断地寻访中，杨天峰了解到父辈

当年更多的革命经历，心情越来越激动，产

生了筹建家庭革命纪念馆的想法。为此，

杨天峰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各种资料、

文献、物品，还从网上检索有关资讯，为家

庭纪念馆的开设积累素材。

2020年，杨天峰翻修了家乡山西洪洞

县老宅的两间旧房子，作为纪念馆的馆

舍。又制作各种展板、铭牌、展柜等工具。

他把搜集到的老照片、老证件等制作成展

板，比如大伯何英才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父

亲杨高桐那张珍贵的抗大毕业证等，还将

父辈的生平制作成展牌，又制作了条幅。

同时将一些有革命意义的物品和陈设充实

到展柜中。

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家庭革命纪念

馆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密地进行中，三

十多块展板已经陆续完工。

“我计划今年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

在家乡举办一个揭牌仪式，正式开启家庭

革命纪念馆。建这个纪念馆就是想让子孙

后代传承先辈的革命思想，让他们记住先

辈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同时为建党

100周年送去一份精心制作的礼物。”杨天

峰说。

大伯何英才：
领导山西早期工人运动

“我的大伯何英才，原名杨高梧，与我

父亲杨高桐是双胞胎兄弟，他们是1905年

出生的。”杨天峰告诉记者，爷爷出生在农

村，家境贫寒，尝尽了不识字的苦。他下

决心节衣缩食供这对双胞胎儿子上完四

年初小，又上了三年高小。

1925 年，杨高梧离开家乡，北上太

原做工。同年 7 月，他被发展成为中国

共产党员。入党后，杨高梧在工人中

迅速发展党员，建立太原兵工厂第一

个地下党支部，并号召工人加入工会

组织，组织工友们与欺诈工人的势力

进行有组织斗争。1928 年，杨高梧当

选 为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组 织 部 长 ，同 年 3

月，由于叛徒告密，杨高梧被捕入狱。

1933 年 8 月，经党组织营救，杨高梧出

狱，被委派到阳泉矿区开展工作。

“到阳泉开展地下工作后，大伯改名

何英才。”杨天峰说。《阳泉日报》的一篇报

道这样描述那段历史：“何英才，山西早期

工人运动领袖……何英才被委派到阳泉

矿区开展工作，从此，党在阳泉矿区的工

作出现了质的飞跃。”

何英才到阳泉后，以挎小篮卖花生、

饼子为掩护，四处走访，主动接近群众，向

煤矿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并打入保晋公司

二矿厂当了井下工人。1934年6月，何英

才吸收王凤山及其母亲张秀坤入党。

1935年初，中共阳泉矿区支部成立。1935

年3月，中共阳泉矿区支部领导2000多人

联合举行大罢工，迫使资方答应了罢工工

人提出的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

据杨天峰介绍，何英才还组建了阳泉

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开展抗日游击斗

争。后来这只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成为

129师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顽强战斗在

太行山上。

父亲杨高桐：
抗大第四期毕业生

“伯父在太原兵工厂做工的时候，我

的父亲正在太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兄

弟俩经常见面交流，在大伯的影响下，我

父亲于1927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天峰介绍说。然而，就在杨高桐满怀信

心努力开展工作时，1928年，由于叛徒出

卖，杨高桐与哥哥被捕入狱。一年零八个

月后，杨高桐出狱，但却与组织失去了联

系。

杨高桐再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已经

是1937年。虽然此时已经有了妻儿，但他

依然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跟随八路军总

部随营学校到了陕北。1938年，杨高桐从

延安的抗大毕业。之后，一直跟随部队转

战多地。

“父亲当年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了

音讯，母亲带着两个哥哥生活十分艰难。”

杨天峰说，直到1945年，党组织派人把母

亲和哥哥接到了当时的部队所在地涉县，

一家人才终于在离别8年后再次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杨高桐调到井陉矿务

局工作，一家人便在石家庄落了脚。

何英才的老照片。

杨天峰的杨天峰的3030多块展板已经陆续完工多块展板已经陆续完工。。

19521952年拍摄于北京年拍摄于北京，，杨天峰的爸杨天峰的爸
爸妈妈抱着两个儿子与嫂子爸妈妈抱着两个儿子与嫂子（（何英才何英才
之妻之妻，，居中者居中者））合影合影，，左边小朋友为杨左边小朋友为杨
天峰天峰，，右边为其三哥右边为其三哥。。

燕都融媒体记者 卢伟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