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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记录着长征历史的铜
锅，静静地躺在青海省班玛县
长征纪念馆内。《中国旅游报》
记者聂晓民看到后，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于是抽丝剥茧展开
论证。并根据锅上刻有曾任交
河县知县李镜瀛名字等因素，
推测这口铜锅有可能产自泊
头。果真如此吗？他期待能有
更多人提供线索。

铜锅有“百年偕老”
字样，是结婚贺礼

聂晓民是青海长征精神传
承教育基地的特聘专家，也是
长征文化爱好者。 2003 年开
始，走访了红一方面军、红二
方面军、红 25军长征路的主要
途经地。

2019年8月，他去班玛县参
加红军长征纪念碑揭幕仪式，
在该县的长征纪念馆内见到了
这口铜锅。

铜锅直径约 20厘米，高约
10厘米。锅盖已经破损，锅身
上面也打了4个补丁，但上面凿
刻的字迹却清晰可见。锅的外
底中间是“百年偕老”4个隶书
大字，右上有“淑芬女士 纪维
先生 结婚纪念”12个字，左下
是“李镜瀛、胥妤毓、周毓斌
仝贺”的落款。

铜锅虽然不大且已破损，
但仍见精致。而且上面有比翼
鸟的图案。锅底的补丁，也可
以看出是子弹穿过后补上的。

铜锅是贺龙率领的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
送给藏胞的

通过历史资料考证，聂晓
民得知，这口锅是 1936 年 7
月，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长
征途经班玛县时，留给藏胞的。

这段历史，在新中国成立
后曾任商业部部长的范子瑜一
份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当年，
范子瑜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会
计科科长。他说，1936年 4月
25日，二、六军团过云南金沙
江后，考虑到自然气候恶劣、部
队行军线长、不容易集中，把此
前以连为单位做饭，改成以班为
单位。供给部找了一些瓷盆、铜
锅、茶缸分到班里。即便如此，
过雪山时部队还是减员很多，不
少战友长眠在雪山上。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
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
后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带领
部队北上，在班玛筹集粮食，
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民族
团结情谊。战士们把多余的东
西送给藏民，这里面就包括铜
锅，还有口径很大的铁锅。

藏族同胞也给予了红军很
大的支持。一是给红军做向
导；二是帮助筹集粮食；三是
救治负伤的战士以及掩埋牺牲
的战士。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
红军烈士墓，有在此安家落户
的小红军。半个多世纪过去，
这里仍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
标语。2019年8月，班玛县在县
城建成元帅广场，朱德、刘伯
承、贺龙3位元帅的雕塑庄严肃
穆、傲然屹立，诉说着那段光
辉的岁月。

而这口锅，也是那段历史
的一个见证。

铜锅上面的李镜
瀛，曾做过交河知县

这口铜锅是红军送给藏胞

的，但是不清楚的是，这是红
军的战利品还是士绅送给红军
的，还是参加红军的人自带
的？只有上面李镜瀛等人的名
字是确定的。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聂晓
民开始查阅有关李镜瀛的信息。

史料显示，李镜瀛，湖南
巴陵 （今岳阳人），居大云山，
生卒年份未详。清道光 8 年
（1828年）戊子科举人，候补知
县。之后，先后在邢台南和、
保定、高阳、北京密云等地做
过知县，在天津芦台做过通
判。咸丰8年（1858年）曾任交
河知县，交河县的大致行政区
划就是泊头市。

据文化历史专家分析，铜
锅上的周毓斌、胥妤毓二人
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或
者是和李镜瀛有姻亲或同学
等关系。在清朝，能用上铜
锅的人不多。上面的隶书文
字 ， 凹 进 去 的 部 分 还 有 纹
路，比翼鸟图案以及赠予人
的名字，都显示这是当时社会
富有阶层。

铜锅产地有两种猜
想，或是泊头

关于这个铜锅，聂晓民说
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李镜瀛
1865年之前在北方做官时，送
人的新婚贺礼，被人带到南
方，辗转到红军手里，也可能
是老家的亲属结婚，从北方托
人送出去的礼物；或者是李镜
瀛 1865 年回到湖南巴陵县养
病，在养病期间送出的结婚贺
礼。

为了佐证自己的想法，聂
晓民联系上泊头市文化局原局
长范凤驰。

范凤驰分析，泊头铸造历
史悠久，距今已有 1300多年的
历史，享有“中国铸造名城”
的美誉。有铸造铁锅的历史，
也有煅铁煅铜的历史。专业人
士很多，手艺人四处谋生的也
很多。如果能找到与长征铜锅
类似的物件，就会增加更为有
力的物证。

一个物件从北方辗转到南
方，并经过长征路，也是有前
例的。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军事
博物馆里珍藏的朱德用过的毛
毯。这条毛毯就是宁都起义主
要领导人之一的董振堂送给他
的。据考证，是董振堂在当时
的北平买的，朱总司令带着毛
毯走过了长征。

董振堂是邢台人，不少参
加宁都起义的将士是河北籍或
者在河北驻扎过。由他们带到
南方，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聂晓民希望能广征线索，
看看铜锅上面“李镜瀛、胥妤
毓、周毓斌、淑芬、纪维”这5
个人，是否有人了解。或者工
艺专家能够分析，此锅是哪个
时代出品。

从 1865年李镜瀛因病离职
算起，这口长征路上的铜锅距
今已经 156年了。如果能确认，
这将是长征路上除了泸定桥的
铁索是 316 年之外，时间第二
久、大约150年以上的文物了。

长征路上百年铜锅长征路上百年铜锅
可可是是泊头造泊头造？？
本报记者 周红红

一见记者面，程力刚就从背包里
拿出了 1950年颁发给崔兰仙公公杨振
江的烈属证。上面写着：“兹有崔兰先
（应为仙，记者注）同志在伟大的革命
战争中，为完成中国人民给予的光荣
任务壮烈殉国，其家属应享受烈属待
遇。除依法给予抚恤外，持发给此
证，以资纪念。”

程力刚，63岁的退休中药师，崔
兰仙的外孙。他说，世事沧桑，如
今，唯一和姥姥有关的东西，只有这
个烈属证了。遗憾的是，烈属证上的
名字还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名字的烈属证，就如
同流传下来的崔兰仙的故事一样，经
历了岁月的磨洗，有些地方已然漫漶
不清，需要今人去揭开迷雾，还英雄
以原貌。

作为烈士后人，程力刚正在这样
做。

走进泊师
探寻姥姥信仰起点

1915年，崔兰仙出生在盐山县旧
县镇东街崔家园子一户普通农家。她
的父母勤劳朴实，生活比较富裕，育
有两男一女。他们视女儿如珍宝，当
时的女孩子都在家裹足学女红，他们
却把8岁的崔兰仙送去学校读书。

后来，崔兰仙考入位于泊镇的省
立第九师范学校（今沧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九师不仅学习氛围浓
厚，还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
校。早在 1926年，这里就成立了共产
党党支部，有了党的声音和活动。崔
兰仙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积极投
身学运活动，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
这里，奠定了她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
思想基础。

关于崔兰仙的入学时间，有的说
是1931年，有的说是1929年，到底是
哪一年呢？

今年 5月 12日，程力刚来到这所
学校。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当他翻
开 1933年编印的泊镇九师同学录，看
到崔兰仙的名字赫然位列女三班第三
页第一名时，他的眼泪顿时下来了。
更让他情难自禁的是，这里还注明了
崔兰仙的入学时间：1932年，以及她
的字：淑芝。

“我母亲都不知道姥姥的字叫淑
芝！”

学校刘主任专门陪他在校园走了
一圈。刘主任说，泊镇九师从 1925年
建在这里，一直没有迁址，虽然建筑
不是原来的建筑了，但土地还是那块
土地。你走的地方可能和你姥姥的脚
印重叠。

这番话让程力刚心头又是一热，
也更坚定了他寻访姥姥故事的信心。

入党时间
几经查证依然是谜

“关于姥姥的入党时间，有几个不
同的版本。有的史料说是 1938 年 2
月，有的说是 1937 年，网上一些文
章，前后文还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
崔兰仙到底是什么时间入党的？后人
们一直在探寻。

程力刚说，母亲生前曾询问过姥
姥的老战友：冀鲁边区农救总会主任

姚任远、冀鲁边妇救总会宣传部长傅
素梅。

姚任远说:“崔兰仙入党时间不会
晚于 1937年，应该在 1935—1937年之
间。我和马振华在津南特委工作期
间，都利用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
命活动。1935年，马振华作为津南特
委特派员，以串书馆先生的身份，到
各地指导革命工作，崔兰仙创办的学
校就是他的联络点之一。马振华不可
能用党外人士当联络点。“七七事变”
后，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
抗日救国军在旧县成立。崔兰仙走上
抗日一线。从这些重大事件看，她当
时已是党员。”

傅素梅当年跟随崔兰仙从事革命
活动。她说：“我1937年入党，在她身
边工作时，她那时已经是党内干部
了。”

崔兰仙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就连
她生前的老战友也不知情。“最清楚的
应该是姥姥的联络人、领导人马振
华。不幸的是，1940年，在薛庄突围
战中，他壮烈牺牲了。如今，姚任
远、傅素梅这些知情人已经去世，姥
姥的入党时间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不能不说，这是个遗憾，但想到她所
追求的理想已经实现，党和国家、人
民没有忘记她和她的战友们，程力刚
就觉得可以告慰姥姥的在天之灵了。

抗战时期
夫妻奔赴不同战场

从九师毕业后，崔兰仙回到家
乡，创办贫民小学，用勤工俭学的方
式帮助贫民子弟接受教育，获得了乡
亲们的赞誉。不久，她与旧县北街的
杨新国结婚了。

“有些文章说，1935年，崔兰仙在
父母包办下，被迫和旧县镇大地主杨
铮侯的儿子杨新国结婚。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对姥姥、姥爷的婚姻，程力
刚表示，目前各种介绍资料严重偏离
了事实，现在到了还历史真相的时候
了。

程力刚说，单从把姥姥送到新式
学校读书，就能看出太姥爷太姥姥思
想很开通。他们不可能违背女儿的意
愿，强迫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
人。崔兰仙当时已是一个受过良好现
代教育、有着强烈进步思想的青年，
按照她后来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的倔强
性格来看，她也不可能屈从于包办婚
姻。崔兰仙嫁给杨新国的原因，只有
一个：在她心目中，杨新国是一个和
她有共同追求的进步青年。

事实上，杨新国是一位在正面战
场英勇杀敌的抗日英雄。

杨新国不是杨铮侯的儿子，而是
杨振江之子。杨振江，就是那位拥有
烈属证的老人。当时的杨家在盐山富
甲一方，杨振江行二，杨铮侯行四。

程力刚说，关于姥爷的情况，他
是从姥姥的大哥崔步营那听来的。

“姥爷比姥姥大两岁，初中毕业后
入伍，在宋哲元的 29军学兵营当学生
兵，后被保送到黄埔军校某分校学
习，毕业后返回 29 军，任学兵营教
官。1935年初，姥爷返回家乡与姥姥
结婚。婚后，姥爷返回部队，姥姥继
续办学。这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出
生。由于姥爷不在家，姥姥只好搬回

娘家住。姥爷回家探望，给女儿取名
杨景霞(后改名为崔景云)。姥爷每个月
都寄薪金回来，每半年回家探亲一
次。最后一次回家是 1937年春天。没
多久，“七七事变”爆发。听说姥爷所
在的部队，在北平南苑和鬼子血战，
姥爷受伤突围，和部队南撤了。再后
来，姥爷托人捎来一封信和一笔钱，
想让姥姥南下相聚。但这时姥姥已经
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冀鲁边抗日斗争
中，是否回信？怎么回的信？我们就
不知道了。”

抗战结束后的 1946年春，有人从
天津捎信给崔步营，说杨新国旧伤复
发在天津去世，让家人去处理后事。
崔步营急忙赶到天津，在众人帮助
下，把杨新国的遗体安葬在公墓。直
到此时他才得知，杨新国因战功已升
为少将。杨新国遗物中，有一件青布
长衫，崔步营认得，那是妹妹崔兰仙
亲手缝制的。多年征战，杨新国一直
带在身边。崔兰仙 1942 年为国殉难
后，他一直没有再娶。

一门英烈
姐弟双双血洒碧霄

崔兰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做杨
家少奶奶，但她志不在此。她办学为
的是改变贫苦孩子的命运，进而改变
这个世界。杨铮侯是崔兰仙的四叔
公，他很佩服这个有文化又有强烈
救国救民思想的侄媳妇，多次与崔
步营说：“你妹妹是女中豪杰，要干
大事的。”“七七事变”后，中共津南
工委策划建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在崔兰仙的策动和争取下，杨铮侯投
身抗日革命阵营。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创建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家出了两位烈士，除了姥姥
崔兰仙，舅姥爷崔步云也是其中之
一。”程力刚说。在崔兰仙的影响下，
她的大哥崔步营送情报，筹粮款，弟
弟崔步云投笔从戎，加入抗日队伍，
嫂子和弟妹也都参加了抗日活动，崔
家成了堡垒户。1939年，萧华率领部
分冀鲁边部队转战鲁西开辟新的根据
地。崔步云随部队去了鲁西，从此在
山东一带征战。抗战结束后，他所在
的部队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
队，1947年，在济宁之战中，他壮烈
牺牲。

崔步云随军南下后，与家中失去
了联系。家人一直不知道崔步云是死
是活。

直到最近，他们才通过各级部门
及相关史料，知道了崔步云早已牺牲
的消息。

程力刚和家人奔赴济宁，希望能
找到崔步云的坟茔。然而，置身日新
月异的济宁城，他们不知从何寻找。
手头只有当年三纵司令何以祥留下的
那段文字:“济宁之战，三纵广大官兵
表现是英勇的，二十七团二营副教导
员崔步云，带领四连坚守突破口，在
弹尽援绝的最后关口，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高呼：济宁是人民的，胜利是我
们的……”

当时牺牲的我军官兵的遗体没有
来得及收敛，被集体埋葬在济宁南
郊。时过境迁，英雄之魂早已融入这
片土地。

重返牺牲地
捧一抔黄土带姥姥回家

1942年6月9日，日军开始对冀鲁
边区进行规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12日拂晓，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张博（又名张岫石）带领一个连的
八路军战士，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
子坟一带遭敌袭击。为了掩护部队突
围，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
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最终因敌众
我寡，崔兰仙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年仅27岁。

有人说，崔兰仙是妇救会干部，
不是战斗人员，为啥要她留下来掩护
别的同志？程力刚和母亲也曾有过类
似的疑问。他的母亲向崔兰仙的老战
友姚任远、傅素梅等人求证。他们
说，当时张博正在发疟疾，崔兰仙带
着警卫连冲出包围后，发现张博没有
跟出来，她又带着警卫连杀回去找到
张博，这时被敌人咬住，为了保护部
队、保护张博，她下命令给警卫连
长，让他保护张博带着部队突围。她
说只要部队还在，抗战就有希望。她
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部队百十个人的
生命，换取老战友的生命。马振华、
张博、崔兰仙都是津南工委的人，他
们的战友之情，不是一般人能理解
的。崔兰仙牺牲后的第二年，张博在
庆云陷入日军包围而壮烈牺牲。2015
年，他们俩共同被列入全国知名抗日
英烈名录。

很多文章中说，崔兰仙参加革命
后，便将女儿托付给母亲抚养，母女
俩很久也见不上一面。她每次见到女
儿，为女儿新做的鞋子总是小的，只
好重新量了再做。向程力刚求证此
事，他说：“这是真的。姥姥牺牲时，
母亲只有6岁。她记得，姥姥牺牲前路
过旧县镇，给她量了脚，说要给她做
双鞋子。接到牺牲的消息后，到房东
家清理遗物时发现，除了文件，还有
一双孩子的鞋样。母亲这辈子，一看
到新鞋，都会伤心。”

程力刚专程来到刘大瓮村花子
坟——崔兰仙的牺牲地。他缓缓跪
下，抓起两把曾经被姥姥鲜血浸透的
黑土，一时间泪如泉涌。他使出浑身
力气，高喊：“姥姥，姥姥，跟我回
家……”

事后程力刚说，这声“姥姥”，他
憋了60多年。

“我是崔兰仙的外孙，关于姥姥的生平事迹，有些叙述与事实不符，作为后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还原姥姥的
真实经历。”日前，程力刚来到沧州日报编辑部，向记者讲述了抗日英烈崔兰仙的故事。

她是进步学生、杨家少奶奶，更是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抗战英烈。她影响弟弟加入抗日队伍、与丈
夫各自奔赴抗日前线、最后血洒沙场……随着程力刚的讲述，烈士崔兰仙的形象，愈加丰满、立体、有血有肉；
她身后，那支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那个异常艰难的年代，以及围绕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为我们更真切
地认识抗日战争，提供了详实的信息。

外孙程力刚外孙程力刚：：还原真实还原真实崔兰仙崔兰仙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烈属证是程力刚保存的与姥姥有关
的唯一物品。

崔兰仙生前没有留下照片，这是根
据其女儿照片及战友回忆绘制的画像。

冀鲁边烈士陵园内塑有崔兰仙半身像。

程力刚向记者展示烈属证程力刚向记者展示烈属证。。杨金丽杨金丽 摄摄

铜锅底刻有铜锅底刻有““百年偕老百年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