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抗日
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为我党送情
报、打掩护、照顾伤病员、提供
物资等，军民一家，同仇敌忾，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本期“文化八仙桌”，就邀
请有关专家在线上对此进行探
讨，挖掘发生在沧州的那些感人
肺腑的故事。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
是，河间抗战资料搜集研究者孙
正开，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莹，孟村红色文化研究者刘德
利。孙正开老人今年 82岁，是
一位老党员。退休后，搜集了大
量红色资料，整理出300余小时
时长的抗战历史音像资料、万余
张照片。张莹是作家，近年来致
力于红色文化研究工作，在革命
烈士故居修复、史料征集上，作
了开拓性的贡献。刘德利在红色
文化研究和宣传上，有大量成
果。为严谨起见，本次访谈，还
邀请了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刘增
祥作为文史顾问。

抗日战争时期，沧州区域有
冀鲁边和冀中两大根据地。在根
据地，我党是如何密切联系群
众、发动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
的？人民群众以什么样的方式，
融入到抵御外侮、锄奸杀敌、保
护党员干部、积蓄抗战实力中来
的？革命堡垒是用血泪凝聚而成
的，群众作出了哪些巨大牺牲？
在有关回忆录和民间流传中，有
哪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关于革命
堡垒，当前做了哪些研究工作，
有哪些遗迹可供凭吊？这些问题
都将在访谈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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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找到烈士侄子

寻访，缘起于热心人王吉仓。
他是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近
年来，多次与媒体一起寻访红色遗
迹、烈士后人等，获得很多一手资
料。

2019年，为帮助淮海战役牺
牲的烈士寻找家乡亲人，王吉仓到
山东图书馆查询烈士英名录。在
《陵县志》中，他发现南皮县凤翔
村烈士李晓瑞的有关事迹。回来
后，翻阅 1992年版《南皮县志》，
烈士英名录中却没有此人。当年 6
月 6日，他在“南皮吧”里发文，
征集线索。然而应者寥寥，始终没
有结果。

王吉仓向德州有关方面打听李
晓瑞的有关情况，但所得甚少，依
然没有头绪。再咨询退役军人事务
局，也未果。不过工作人员提醒
他，南皮县烈士陵园可能掌握有关
线索。真是柳暗花明，这下线索真
的找到了。陵园办主任张华告诉
他，烈士本名贾国栋，潞灌乡凤翔
村人，并提供了烈士侄子的名字：
贾以正。

今年 7月 1日，王吉仓在市博
物馆举办的“革命烽火 红耀沧
州”庆祝建党100周年沧州革命史
展上，看到“沧州全国著名抗日英
烈名录”第三批里有李晓瑞的名
字，生前身份是“陵县四区区委书
记”。就展览看，烈士本名似乎还
没进入大众层面。

经网上查询，王吉仓找到凤翔
村企业家贾以猛的电话。贾以猛告
诉他，贾以正就是他本家，并提供
了贾以正的儿子贾儒峰的联系方
式。于是8月5日下午，王吉仓夫妇
和本报记者，驱车赶赴烈士家乡。

谜团，入党时间说法不一

贾以正老人今年 72岁，部队
转业后在南皮县新华书店工作，现
住在凤翔村西一处平房里。老人
说，这几间平房是多年前翻盖的，

翻盖前，大伯贾国栋兄弟5个就住
在这里。几间房子低矮陈旧，雨后
不久，院外有不少积水，路边野草
还潮乎乎的，闷热的空气让人有些
压抑，但墙缝里钻出的细草挑出一
簇簇绿，让人生出生命是如此顽强
的感慨。

在东屋，贾以正老人拿出不少
资料，有在德州工作的本家寄来
的，有《陵县志》，还有老人手写
的申请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原稿。
老人说，祖父叫贾书森，有5个儿
子，依次是贾国栋、贾国良、贾国
斌、贾国财、贾国静，老人的父亲
是贾国良。翻开 2002 年修撰的
《南皮贾氏族谱》，与老人所说吻
合。而族谱“国栋”下另有一行注
释：“生，1920年，1938年参加地
下党工作，曾任区长。在山东陵县
一带发展党员 20余人。后调临邑
任宣传部长，在临邑西关壮烈牺
牲。”另外一处：“生，1920 年，
1940 年参加地下工作，曾任区
长，调临邑后在西关牺牲。”同一
族谱，出现两种说法。参考陵县有
关资料和《中国共产党南皮历史》
第一卷，族谱后一条记录中参加地
下工作的时间似有出入。而烈士入
党和到陵县工作的时间也有分歧。
陵县党史资料说：烈士 1937年入
党。1938年由鲁北特委派到陵县
工作；《陵县志》说：烈士1939年
到陵县工作；南皮县党史资料说：
烈士1938年6月以后入党。几家资
料说法不一，为认定烈士入党的确
切时间添了不少疑问。而贾以正老
人对烈士哪年入党也不能确定。

南皮县党史资料记载：1938
年6月，中共冀鲁边区工委为加强
县南半部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救亡工
作的领导，派第31游击支队第9路
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白水来南
皮县董村，建立中共南皮县工作委
员会。曾担任县战地委员会主任委
员的杜子孚、撒纲举，先后任工委
民运部长。工委首先注重在干部、
战士和农村中发展党员，并建立党
支部。凤翔村张军营、贾国贞、贾
国栋、张静全、张琛全等先后入

党，建立了村党支部。这个记载系
统全面，党组织的建立时间、负责
人、同批入党人都很详细，当有所
依据。而陵县有关资料对于入党时
间，仅一句话，没有显示证据。在
没新资料以前，当以南皮资料所载
为准，即烈士 1938年入党，1939
年到陵县工作。

生命，定格在22岁

贾国栋是背着家人入党的。贾
以正说，大伯结婚那天晚上，家人
给马添草料，在草料堆里发现了睡
着的大伯。“大伯是秘密入党的，
因保密的需要，不能和家里透露，
他也不想耽误新人，就躲到牲口栏
里睡觉。”不久后，贾国栋就走了。

据村里去陵县滋镇办事的人回
来说，曾在街上见过贾国栋，“令
人纳闷的是，贾国栋穿着破烂，打
磨石匠的打扮，见了熟人也不搭
理，低头就走。”老人转述的这段
回忆印证了陵县资料上的记载：李
晓瑞去陵县后，了解到陵县地处三
县交界，是日军控制的薄弱之地，
开辟根据地，可形成据一地而扼三
县之势。于是，李晓瑞就装扮成打
磨石匠，头戴破毡帽，肩背破褡
子，在各村了解情况。先后发展了
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村级党支
部，锄奸反特、开展对日武装斗
争。那里建立区委、区公所后，李
晓瑞任区委书记。

1940年5月的一天，李晓瑞带
领区小队夜袭临邑县城东门外的伪
警察所，全歼敌人。夏天，组织上
调他去临邑县工作。不久，在“大
扫荡”中李晓瑞被捕，日军用狼狗
将烈士残忍杀害。他时任临邑县委
宣传部长，终年22岁。

寻访人还发现，与他一起入党
的贾国贞烈士，1943年牺牲于宁
津县，生前是宁津县委宣传部长，
终年23岁。而二人是堂兄弟。

坟里，仅埋着一块砖头

贾国栋烈士的墓在村西，与

他相伴的，是二弟贾国良。烈士
没有子女，他离家后，化名秘密
工作，久无音讯，生死不明。生
活所迫，妻子改嫁他乡。贾以正
开始搜寻烈士轶事时，老人不久
前刚刚去世。

烈士家人得知凶讯后，于
1949年派贾国良到陵县寻找烈士
遗骸。贾以正说：“父亲满怀希望
在陵县找了很久，但回来时两手空
空。父亲想到哥哥为革命而死，那
么壮烈，而自己却不能找到他的遗
骨，不禁悲愤交加，开枪自杀。那
年，父亲也是 22岁，我才出生几
个月。”

烈士墓路东侧是一条又窄又深
的河，穿过一片幽深的白杨树林，

“革命烈士贾国栋之墓”的墓碑出
现在面前。墓碑周围碧草丛生，碑
上的红漆已经黯淡。立碑时间和单
位是：“2014年 3月，南皮县人民
政府”。墓碑背面，是烈士的生平
简介，字口和红色的塑料膜风化粘
连，略显模糊。

“我将大伯的情况反映给有关
单位后，有关部门给烈士刻了这块
碑。因家族的墓地在别人家地里，
不能埋，我就把父亲等人迁到自家
地里，和大伯葬于一处。”贾以正
说：“我给大伯打了口寿材。但大
伯什么都没有留下，衣物、遗物都
没有，只好用砖刻上大爷的名字，
放进寿材里。”

想来，此时，烈士的英魂也已
随着墓地的建成而回归故土。人们
年年瞻仰，岁岁祭扫，临穴洒酒，
向空追怀，有家人和碧草长林相
伴，烈士当不会感到孤独。

踩着碧绿的野草，穿过幽幽的
杨树林，风吹树叶沙沙响。依依泉
路，萧萧白杨，人们离开烈士墓
地，仰望长空，不禁百感交集：烈
士给自己什么也有没留下，只留下
了一片广阔无私的胸怀，让人怀想
低徊。

石膏是一味中药，在张锡纯那
里被运用得出神入化，多有起死回
生之功，他因此被世人誉为“石膏
先生”。

重识生石膏
巧救士兵命

张锡纯的长子7岁时患风寒，四
五天之内，舌苔黄而带黑，身上大
热。虽然张锡纯精通医术，但孩子
小不愿意服药，逼着服药，很快又
会呕吐不止，闹得这位名医也没了
办法。

看此时的症候，应用生石膏，

但生石膏大寒，小孩用行吗？此
时，张锡纯对生石膏还不太了解，
犯了嘀咕。思来想去，张锡纯想起
中医里一句名言：“有是证则用是
药”，意思是只要有症候，就应使用
对证的药，即使药威猛霸道。于是
他就用生石膏 1两煎汤，趁着温热，
给孩子分三次慢慢服下。让人高兴
的是，病情开始好转。于是，增加
到 2两熬汤，慢服，病情继续好转。
这回，张锡纯胆子就大了，他再用
生石膏3两熬汤，给孩子服下。想不
到，病好了！

一天之内用生石膏6两，孩子受
寒了吗？张锡纯体会，病好以后孩

子的饮食有加，没有受寒之象。他
不免产生生石膏是大寒之药的疑
惑。再翻看《神农本草经》，里面说
石膏“微寒”，他不禁恍然大悟，此
前自己未确知石膏之性。

张锡纯最有心得的一味药是生
石膏，他记载最多的也是它。对生
石膏的药性，他是从儿子身上获得
的。后来张锡纯感慨地说：生石膏
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
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

1916年年初，张锡纯随所在巡
防营调动，从广平移师德州。他们
在邯郸上车，向北进发。正月天
寒，冷风从破车窗吹入，寒彻骨
髓，到德州时，同行的五六个人都
病了。发烧，但无汗。这就是伤
寒。如不控制，则会入里化热，发
烧、心烦，伴有出汗的症状。如果
出汗，当用白虎汤，如果不出汗，
说明体表仍为寒邪所闭，用麻杏石
甘汤等。

这是张仲景留下的方子，但张
锡纯没拘泥于原方。他见这些士兵
都不出汗，身上发热，就用生石膏
二两合半两粳米碾成细末，用水3碗
熬，等米熟汤好，趁热喝汤汁，借
汤汁的热气发汗。巧妙的是，热汤
发汗，生石膏能祛除内里的热邪，

粳米能防止生石膏伤胃，可使生石
膏的药性留于胃中，长时间发挥作
用。士兵喝完热汤出了一身汗，病
也好了。

此方，张锡纯命名为“石膏粳
米汤”。

不拘古成法
医家应大用

那年，沈阳县知事朱霭亭的夫
人 50多岁，秋天患了温病，非常严
重。朱霭亭是张锡纯的老乡，于是
来请。张锡纯到了一看，夫人枕着
一个冰袋，头上悬着一个冰袋，愣
了。一问才知道，之前是位日本医
生用这种方法来退热的，但没有见
效。此时，朱夫人闭着眼，昏昏沉
沉，人们大声呼喊都没有反应。张
锡纯一诊脉，洪大无伦，很有力。
他说：这是阳明府热，已达极点。
再用冰敷，热向里走，很糟糕。于
是张锡纯开始抢救。他就用生石膏4
两、粳米8钱，熬出4茶杯，给患者
慢慢灌下去。药喝完，患者醒了！
张锡纯又开了个清郁热的方子，只
服了两剂，病人痊愈。朱霭亭很惊
讶，命令公子朱良佐立刻拜张锡纯
为师。

自张仲景首先用石膏制方“白
虎汤”以来，此方被历代医家奉为
圭臬，广泛应用，但石膏的使用再
没有开拓。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
在 《温病条辩》 中，竟给“白虎
汤”立下四禁。受吴鞠通影响，医
者不敢大胆用石膏，患者也觉得是
味猛药。鉴于这些，当时医者就有
了“煅用之”的做法。煅用的目
的，一是“缓其大寒之性”，二是

“煅不伤胃”。张锡纯对此深恶痛
绝：“乃自此语一出，直误尽天下苍
生矣。”并大声疾呼：“拟成石膏生
用直如金丹、煅用即同鸩毒一篇，
曾登于各处医学志报”，并言“愚生
平志愿，深望医界同仁尽用生石
膏，药房中亦皆不鬻煅石膏，乃为
达到目的。”“世之不敢重用石膏
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
膏之能力乎？”

张锡纯曾云：“愚临症 40余年，
重用生石膏治愈之症当以数千计。
有一症用数斤者，有一症而用至十
余斤者，其人病愈之后饮食有加，
毫无寒胃之弊。”张锡纯石膏用得巧
妙，或大剂量频服，或另研细末送
服，或用梨片蘸服，“穷极石膏之功
用，恒有令人获意外之效”。古今医
者善用石膏者，莫过于张锡纯。

“石膏先生”张锡纯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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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祁凌霄） 5日上午，
由高国胜和李洪斗等人主编的《南皮县
书法志》发行，同时，首届南皮县书法
学术交流会在县书协培训中心召开。县
级书法志的编辑出版和书学研讨，开地
方书法志和书学研究先声，是沧州文化
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主办，
县书协协办。发行会上，市文联、书
协，县四套班子有关同志及本报记者致
辞。县书协党支部书记高国胜介绍了编
纂情况和体会。大家认为，《南皮县书
法志》填补了我市县市区没有书法志书
的空白，对传承沧州文脉意义深远。在
交流会上，王清玺、田雨潇、贾乾初、
李国胜等名家发言，认为书法当文化与
法度并重，力求技法和意境相融，最终
书写对文化的感悟和理解，表达既有个
人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美。外地未能
参加活动的专家，也提交了论文，多方
位阐释了书法文化，并就发展沧州书法
文化提出宝贵建议。

《南皮县书法志》 收录了 《兮甲
盘》《刁遵墓志》《王僧墓志》等南皮本
地出土的重要文物，对自“中华诗祖”
尹吉甫到当下的书法发展沿革进行了梳
理，编入当代南皮籍书法研究者的诸多
文章，补充、纠正了有关志书的阙载或
失误。县书协主席李洪斗对全国书坛情
况的研究，站位高，立意新，给人以启
迪和思考。人们认为，活动在张之洞家
乡双庙村举办，更有传承张之洞学术
观、人才观、书法观的寓意。

南皮发行书法志南皮发行书法志南皮发行书法志
开展书学研讨开展书学研讨开展书学研讨

贾国栋，是牺牲于山东陵县（今德州市陵城区）的烈士李

晓瑞的本名，南皮县人。李晓瑞烈士是全国第三批著名抗日英

烈之一。但长久以来，李晓瑞的真实身份、革命事迹、后人状

况，鲜为人知。自 2019年以来，经热心人士不断寻访，烈士生

前身后故事渐渐清晰。

空坟之殇空坟之殇空坟之殇
———烈士贾国栋寻访记烈士贾国栋寻访记烈士贾国栋寻访记

本报记者 祁凌霄

贾以正贾以正（（左左））与王吉仓查找有关资料与王吉仓查找有关资料

辨认墓碑上的文字辨认墓碑上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