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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江西省

兴国县潋江镇，14岁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7岁任少共国际

师政委，能文能武，

堪称全才；他 22岁任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

纵队司令员，是赫赫

有名的“娃娃司令”；

他 39岁被授予开国上

将军衔，是迄今为止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

最年轻的上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他抱病创作的 《长征

组歌》，至今仍广为传

唱……他，就是开国

上将萧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萧华历任人

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

员、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副主任、中共中

央军委副秘书长、总

政治部主任、中央军

委常务委员。1955 年

被 授 予 上 将 军 衔 。

1975 年后，任军事科

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等

职。1985 年 8 月于北

京病逝，享年70岁。

日前，萧华将军

的女儿、医学博士萧

霞和丈夫耿启还来到

盐山县，追寻父亲的

革命足迹，聆听战斗

往事，感受镌刻在这

片土地上的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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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革命英烈纪念碑前缅怀沧州先烈戴培元荥阳革命英烈纪念碑前缅怀沧州先烈戴培元荥阳革命英烈纪念碑前缅怀沧州先烈戴培元
本报讯（杨金丽 于贵奇）

日前，革命先驱戴培元的孙子
戴宝增和家乡的红色文化爱好
者们一起来到河南省荥阳市，
在荥阳革命英烈纪念碑前，缅
怀革命先烈。

戴培元是任丘市梁召镇娄
子村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富
裕的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
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这里，
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
响，成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成员，立志追求进步，
改造社会。1919年，中国近代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
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延

及全国。消息传来，戴培元和
同学们一起，联络保定各校学
生进行声援。活动中，他锻炼
了组织才能，也更坚定了为革
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意志。
1923年，戴培元由育德中学团
组织负责人王锡疆介绍入团，
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任
丘首位共产党员、沧州早期共
产党员之一。

1924年，戴培元考入河北
大学，在农科学习。入学后，
他把先进思想带进河北大学，
在母校育德中学党组织的帮助
下，他积极发展团员、党员，
河北大学诞生了第一个党支

部。1925年 2月，他被党组织
派到石家庄，任正太铁路总工
会秘书，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同年 7 月，他被派遣到荥阳，
担任中共荥阳县委书记，组织
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
1926年春，反动地主武装与军
阀勾结，残忍地杀害了戴培
元。

“今年是我爷爷加入中国
共产党 100周年，我们赶到爷
爷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举
行纪念活动，就是想永远铭记
爷爷的精神。”戴宝增说。任
丘市红色文化爱好者们也一同
前来参加了纪念活动。

金秋时节，微风和煦，盐山
县千童镇后韩村一片静谧。一大
早，这里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萧华将军的女儿萧霞。

阳光下，一位知性优雅的女
性缓缓走来，与大家一一握手：

“你好，我是萧霞。这是我第一次
到盐山来。”亲切随和的笑容，让
人很难相信她已70岁。

8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
年轻的萧华司令率领八路军东进
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冀鲁边抗日
根据地。他文武纵横、智勇双
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学校，
三打灯明寺……虽然在这里战
斗 时 间 不 长 ， 但 留 下 了 许 多
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一方面深
入发动群众，扩大边区武装，
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广
泛 开 展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工

作，打击反动民团。不到两年
时间，冀鲁边抗日武装就由原来
的 2000 人，迅速发展到 2 万多
人，使得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到
了巩固和发展。

听说萧华将军的女儿来盐
山，当地许多文史爱好者、革命
烈士后代、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百
姓都来到了现场。在大家的陪同
下，萧霞先后参观了马振华故
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旧址
以及县革命烈士陵园等地。一
件件革命文物、一张张鲜活的
照片，再现了当年冀鲁边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萧霞仔细聆
听，满怀深情。

盐山县是革命老区。 1926
年，刘格平受中共津南特委派遣
到津南盐山一带发展党员、建立
党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爆

发后的第八天，盐山共产党员就
团结带领各界群众，成立了“华
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华北民众抗
日救国军”，点燃了冀鲁边抗日武
装斗争的烽火。抗日战争中，盐
山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一次
次“扫荡”和“蚕食”，用鲜血和
生命谱写了历史的壮烈篇章。

萧华将军也始终没有忘记这
片土地。1975年，他故地重游，
看望老战友、走访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他熟悉这里，老百姓也依然记
得这位英雄，对他亲切如故。

党的基层组织在这片古老土
地上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如
今，经过盐山县委、县政府的不
懈努力，修复了诸多烈士故居，
保存整理了革命先辈的光辉事
迹。先烈们的面容，在萧霞的心
中也清晰立体起来。

红色土地留下英雄足迹

盐山，不仅是萧华将军战斗
过的地方，也镌刻着无数革命先
辈的奋斗足迹。萧霞在这里聆
听、触摸、缅怀、思念。在盐山
县革命烈士陵园，她在烈士纪念
碑前敬献花篮，鞠躬行礼，表达
敬意和纪念。

在盐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萧霞一边参观、一边聆听每件藏
品背后的故事。她在标注“萧华
将军看过的书本”展柜前驻足良
久。

这时，有人说：“这本书是萧
华将军送给我父亲的，前面还有
将军的题词。”

说话的人叫刘进军，是这本
书的捐赠者。他的父亲刘文正 15
岁参加革命，曾跟随萧华战斗多
年，是他的贴身警卫员。

“我父亲 14岁那年跟着亲戚

到达陕北，加入了中国工农红
军。后来，被萧华选中，成为红
二师勤务班的首长勤务员。”刘
进军说，父亲 1937 年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跟随将军南征北
战。

作为萧华的警卫员，他曾
受命潜入盐山保安大队，为瓦
解顽敌、部队顺利进入冀鲁边区
建立抗日根据地立下大功。

“父亲亲眼见证了萧华将军如
何智斗顽固分子，又如何率领广
大军民搜集敌情、打击敌人的，
他非常佩服萧华将军。”刘进军
说。

1942年 11月初的一天，在河
南商丘附近，萧华、杨勇等正在
秘密召开作战会议，由于走漏了
风声，被日伪军包围。危急时
刻，为掩护首长安全，刘文正机

智地带领 3名战友骑上战马，吸
引敌人追击，及时有效地保护了
首长的安全转移。

战争年代，他们是生死之
交，积淀了深厚的情谊。后来，
刘文正因多次负伤，回乡养伤。
萧华一直挂念着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
军给我父亲发过多封电报，对他
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非常关心。
1975 年，萧华将军来到盐山，
专门和我父亲见了一面。”刘进
军说，后来父亲曾带着他大哥到
萧华家做客。每次去，老将军都
拿出最好的酒菜来招待，让父亲
十分感慨。

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令萧
霞意外又感动。她说：“父亲生前
曾多次提到这位老部下，今天终
于见到他的后代了。”

老物件牵出一段战友情

在萧霞眼中，父亲萧华是
一个传奇的人。

“记忆中，父亲很少跟我们
兄妹几人讲述当年的故事。他
每天工作十分繁忙，甚至在生
命垂危之际，仍在深入思考国
家机构改革等重大问题，在病
榻上完成了 6000余字的报告。”
她说。

3 年前，萧霞和丈夫商量，
打算沿着父亲出生、工作、战
斗过的地方行走，寻访父亲的
革命足迹。丈夫欣然同意。于

是，夫妻俩踏上了一段寻访红
色历史的旅程——走访见证历
史的老人、各地的革命遗址和
纪念馆，搜寻父亲的战斗故事。

这 是 父 女 俩 穿 越 时 空 的
“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萧霞
对父亲也越来越了解。有时，
她 手 抚 记 载 着 父 亲 往 事 的 史
料，聆听着一些老人的讲述，
遥 想 父 亲 的 英 勇 、 坚 毅 、 担
当、顽强，不由热泪盈眶。

这些触动心弦的瞬间，最
终化作一股力量坚定在她的心

间。她一边重走父亲的革命道
路，一边传播红色文化。这些
年，萧霞多次应邀到各地授课，
传播革命精神。她坚信，红色文
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应一代代弘扬传承下去。

对于盐山的发展，萧霞寄
予厚望：“盐山是一片红色的热
土，有一百多处革命遗址，应
该想方设法地保护好、利用好
这些宝贵的资源，将它们串联
成线，教育引导后代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沿着父亲的革命足迹前行

萧华将军女儿萧霞萧华将军女儿萧霞萧华将军女儿萧霞

重走父亲战斗地重走父亲战斗地重走父亲战斗地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新华桥西河沿往南，走不几步，
河堤大柳树枝条掩映间，就能瞥见一
座挂着“浣花洲·国风博物馆”招牌
的白色平房。“浣花洲”的名字让人
眼前一亮：几百年前的明代沧州城运
河畔，就有一处名为浣花洲的地方。
而今，浣花洲又重新出现在大运河
边。

走进去，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汉
唐宋明。各式各样的汉服：襦裙、长
袍、裙襕、铠甲、长衫，及羔裘等，还
有各种手工簪饰、绣品小扇……

一位年轻时尚的女子迎上来，她
就是馆主张亚芹，29岁，汉服群里有
名的古装美女“芹菜”。旁边，沧州市
汉服协会会长、副会长高蔚与韩冰，
正在商量着如何筹办即将到来的一次
汉服公益活动。

10年汉服路

36岁的高蔚是市汉服协会会长，
已沉浸汉服文化10多年。他说，创办
国风博物馆，是自己和同袍们早就有
的想法。《诗经》中有“岂曰无衣，与
子同袍”的诗句，汉服的爱好者们以
同袍相称，恰当又贴切。

“上高中时，有一次我看纪录片
《昆曲五百年》，忽然就被风雅的传统
文化触动了。大学我是学雕塑的，
如果说雕塑是立体的美学，汉服就
是流动的美学，都是我喜欢的类
型。”高蔚说，10多年前穿汉服是需
要勇气的。当时，他倡议大家穿着
汉服去吃火锅，只有两个人报名。
等到了集合地点，那两个人也爽约
了。他独自一人穿着汉服，在人们
惊异目光的注视下，穿过一条条街道
去吃火锅，那种滋味，一辈子也忘不
了。

韩冰走进汉服圈子，还是因为高
蔚。大二那年正月十六遛百病，韩冰
一个人意兴阑珊，想着去玩桌游时，
偶遇高蔚带着一群汉服爱好者在做公
益。仿佛鬼使神差一般，韩冰桌游也
不玩了，加入了高蔚的阵营，从此成
了汉服的铁杆成员。

韩冰很快把同学张亚芹也吸收到
汉服文化的圈子。亚芹漂亮、洋气，
穿上汉服，另有一番曼妙绰约的风
姿。穿上汉服的韩冰与张亚芹，宛若
将军与佳人。一个朗目星眸，玉树临
风，一个温婉娇美，清丽脱俗。二人
因汉服结缘、相恋、结为百年之好，
对汉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014年，沧州汉服协会成立，那
时的高蔚 27岁。而今，身为会长的
他，身边积聚起一个越来越大的汉服
爱好者群体，创办国风博物馆的想
法，也呼之欲出。这一想法与韩冰、
张亚芹不谋而合。

对话千年前

国风博物馆有一个诗一样浪漫的
名字：浣花洲。高蔚说，这个名字，
是他在翻看 《沧县志》 时得到的灵
感：“浣花洲是明代沧州运河畔真实存
在过的地方，名字很美，既有沧州地
域文化属性，又有历史传承性。国风
博物馆以此为名，不仅贴切，还很有
历史穿透感。”

博物馆的选址最初在运河东岸建
华街一带。因为根据《沧县志》中的
记载，浣花洲就在沧州城西门外运河
边。但因种种原因，最终还是选在了
河西新华桥附近。

博物馆由韩冰投资，张亚芹负责
日常管理。两个“90后”的年轻人把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融入到馆内设计

中。装修并未一步到位，一些东西还
在陆续建设中。但大概的样子具备
了，今年 5月已经开放。除了陈列的
各式汉服、冠帽、簪饰、团扇、配饰
外，一个空间专门打造成复古婉约的
风貌，颇受年轻人的青睐。

“特别喜欢这里，没事儿就来转
转。”高蔚说，自从有了国风博物馆，
他感到自己10年的努力好像一下子有
了根。清晨或傍晚，小雨的天气或者
朗朗星月的夜晚，他沿着大运河，一
路信步而行。袍子的衣角和宽大的袖
子被风吹起，空气中氤氲着千年河水
的气息。他常常边走边思边悟：岸边
的大柳树和槐树呀，见证过多少沧
桑？当下每一步走过的地方，是不是
正好重合上古人的足迹？100年，甚
至几百年、1000年前，那些灿烂过历
史星空的古人们，好像就是他的邻
居，环境契合下，隔着时空仿佛就能
和他对话。

灵魂的认同

国风博物馆内展示最多的主要有
两大类：各式各样的汉服、千姿百态
的簪冠。

“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深入了解汉
服，肯定会爱上汉服的。”张亚芹说。
他们的案头，摊开着好几本有关汉服
的精美书籍，轻轻翻阅，那些身着
汉、晋、唐、宋、元、明服饰的男女古
装人物扑面而来。“这是竖领袄，这是对
襟方领百子衣，这是马面裙……”讲
起不同朝代的汉服，张亚芹如数家
珍。她细数汉服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
数千年间，由简入繁、由质朴到华丽
飘逸、再到简便轻盈的流变。不仅如
此，她还熟稔不同朝代汉服对应的发
式、簪饰与妆容。

如今，热爱汉服的人越来越多。
国风博物馆成立后，市汉服协会有了
自己的阵地。同袍们再交流聚会，第
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这里。一杯热茶
在手，大家就能坐上半天，从汉服文
化、发饰簪冠入手，进而学习诗词、
书法、国画，渐渐走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大门。

为了补贴博物馆的费用，张亚芹
还兼营汉服体验和摄影活动。韩冰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有了这些，国风博
物馆每个月的收支刚好平衡。“先不管
投资什么时候收回，这样的话，博物
馆起码能运营下去。”

馆主张亚芹说，她喜欢这种悠闲
自在的日子：“每天坐在馆内，捧一杯
茶或咖啡，透过玻璃窗，看外面的运
河、树木、行人，看河面上水波荡
漾，天上云卷云舒，心里很静。”

在汉服这条路上，高蔚和韩冰走
得很深，如今已是古代婚俗和礼仪方
面的专家。他们举办过大大小小数百
次各种类型的传统文化活动，其中，
公益活动占了很大比重，还曾任电影
《封神》的礼仪指导。

“国风博物馆就是我们汉服爱好者
们的家，希望更多的朋友能走进这
里，了解汉服文化。”高蔚说，这是市
汉服协会会员们共同的想法。

寻访运河岸边博物馆②寻访运河岸边博物馆②

浣花洲浣花洲··国风博物馆国风博物馆

弘扬汉服文化弘扬汉服文化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魏志广

馆主张亚芹正给一位女子进行汉服妆造馆主张亚芹正给一位女子进行汉服妆造

手工制作的凤冠手工制作的凤冠

儿童义工团开展儿童义工团开展
““蚂蚁清蚂蚁清城城””公益活动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日前，市蚂
蚁力量儿童义工团在我市人民公园开展
了“蚂蚁清城”公益活动，30多个志
愿者家庭参加，家长与孩子一起清理垃
圾。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是一个针对青
少年开展公益实践教育的志愿团体，组
织 4至 16岁青少年儿童在课余时间参与
志愿服务、社区探索、职业体验等公益
活动。在“蚂蚁清城”活动中，家长和
孩子以家庭为单位，在义工团组织负责
人的带领下清理垃圾，美化环境，还学
习了垃圾分类知识。接下来，他们还将
开展“节约一粒米”“送他一朵小红花”

“一杯姜茶”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公民
意识、责任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