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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寻找了家人寻找了8800年年

赵顺烈士安葬在赵顺烈士安葬在哪里哪里？？

走进青县第一中学，校
门口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首
先映入眼帘。鲜为人知的
是，这几个大字是郭沫若先
生于1962年为学校题写的。

郭沫若先生为何会给青
县这所中学题写校名？这背
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近日，记者走访了青县
文史爱好者以及青县第一中
学校长、退休教师等，还原
了那段难忘的往事。

受到郭沫若的关注

这一切还要从 60多年前
说起。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依然沿用民国旧
制，高等学校采取单独招生
考试；1950年 5月 25日，新
中国第一部高校招生考试文
件诞生，要求各行政区教育
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实行高
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
1952年，全国迎来了首次统
一高考，时间为每年的 8
月。1966年，废除高考，直
到 1977 年，高考才正式恢
复。

青县第一中学第一次受
到外界关注就是因为高考。

1956年 8月，青县第一
中学还没改名，叫青县中
学，被河北省教育厅确定为
重点中学并增设高中班后，
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学
校调配和充实了较好的师资
力量，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尤其是高考升学率持续攀升。

青县文史爱好者回忆
说，从 1959年首届高中毕业
班到 1961年，学校连续 3年
的高考升学率均在 80%以
上 ， 有 的 班 级 更 是 高 达
95%，不少学生考取了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
大学等名牌大学。

仅在 1961年高考中，青
县中学就有李建华等 4名同
学同时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

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兼中国科技大学校
长的郭沫若关注到了这所
学校。在一次会议上，他
说：“看来这所县级中学的教
学质量不一般，省、地教育
部门总结推广一下他们的做
法和经验。”

一时间，青县中学备受
外界关注，在教育系统内传
为佳话。

题字背后的故事

郭沫若的意见，很快由
当时的河北省教育厅传达到
沧州地区文教局，地区文教
局又指示青县中学认真总结
有关情况。

青县中学立即召开会
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并认
真地研究和开展了这项工作。

他们先是总结了物理教
师李一立的教学经验，上报
到地区文教局。地区文教局
不仅表扬了他，还将他的先
进事迹报到了省教育厅，专
门组织召开了全区中学教师
师资培训会。不久，李一立
又受到了省教育厅的表彰。

就这样，从 1961年下半
年开始，全省教育系统掀起
了向青县中学李一立老师学
习的热潮。

1962年，时任青县中学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尹荷
生，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写信给郭沫若先生，恳
请他为校名题字。

于是，在征得其他校领
导的同意后，尹荷生便把写
信的事交给了时任教导处干
事的孙景琪来办。深思熟虑
后，孙景琪给郭沫若写了一
封信，信中介绍了学校的地
理位置、校舍规模、师生数
量以及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并表达了全校师生恳请先生

为学校题写校名的愿望。
信件发出后，不少师生

觉得，郭沫若工作繁忙，对
于一个县级学校的题字请求
不会满足。但出乎大家意料
的是，信寄出后约半个月左
右，学校就收到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来信。打开一看，
在一张约 20厘米长的纸上，
赫然写着“河北青县中学”6
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顿时，郭沫若先生为学
校题字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
园。

学校将字体放大，印刻
在木牌上，挂在了学校大门
口。与此同时，学校工作人
员还制作了校徽，发给全体
师生佩戴。

“第一”是“赝品”

“那时候，师生们议论最
多的话题是郭沫若先生的题
字。还有很多人慕名到学校
门前参观。”青县第一中学校
长戴金强说，这无疑是对全
校师生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1977 年，“河北青县中
学”改为“河北青县第一中
学”，几位老师经过研究学
习，加上了“第一”二字，
并重新制成牌匾悬挂在学校
门口。

从此，郭沫若先生的字
陪伴着青县一代代学子，激
励他们努力学习。

时光流转，60多年过去
了，青县中学几次迁址，最
早的木制校牌已经遗失，但
题字依然苍劲，也为莘莘学
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时至今日，很多校友回
忆起中学时期，都念念不忘
这段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往
事。

本报讯（杨静然）“爷爷在抗日战争
中牺牲，我们一家人找了80多年，至今
不知道埋在哪里。”近日，市民赵洪伟联
系本报记者，希望找到爷爷赵顺的埋葬
地，圆一家三代人的心愿。

29岁的赵洪伟说，爷爷赵顺1921年
出生在沧县纸房头镇李三桥村；1942年

加入青县区小队，并于1943年在青县勾
庄与日寇作战中牺牲；1956年 7月，被
国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83年，
获得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

“爷爷牺牲后，家里人曾收到消息
说，当地老百姓把他安葬在了河边。至
于是哪条河，我们无从得知。”赵洪伟

说，爷爷未婚，也没有后代。当时，家
里的男壮丁都在外参军、打工，实在没
有能力去当地寻找。后来再去找，就一
点线索都没有了。

赵洪伟说，由于行政区域调整，青
县许多村落如今已经划归沧县，爷爷具
体牺牲在哪个村无法确定。

在军事史研究者孙福军的帮助下，
他还在《沧县志》中查到了相关信息，
有一名烈士和爷爷籍贯一致，但姓名却
是赵明，牺牲地记载的是色庄。不管是
色庄还是勾庄，如今都已消失。但据他
了解，当年从李三桥村参加革命的只有
爷爷赵顺一人。

80多年来，赵家人从未放弃过寻找，
但由于线索太少，寻找起来十分困难。记
者在此也呼吁，希望广大读者或者知情人
士能够提供更多线索，帮助寻找赵顺烈士
的遗骸埋葬地，早日完成赵洪伟一家人的
心愿。如有线索，可与本报联系，联系电
话：3155702。

手稿唤醒尘封的历史

盐山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早在中国
共产党建立的第二年，便有了共产党人的
革命足迹；1926年，津南第一个党支部
在这里建立；“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 8
天，盐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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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北方较早孕育革
命力量的摇篮。

红色基因植根在每一位盐山人的血脉
之中，其中也包括万树森。

那些年，他在庆云镇一边工作一边搜
集红色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对
这里的历史颇有研究。退休后，他对盐山
历史的热爱依然。

2022年，好友兼老乡的武仁广拿着
一摞资料找到他：“这是我父亲留下的，
你看看有什么价值吗？”

看到内容的一瞬间，万树森愣住了，
“手稿里记录了马颊河暴动的所有参与
者，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以及众多参与者
的回忆录和书信，实在是太珍贵了！”

他如获至宝，细问下得知，武仁广的
父亲武森林生于盐山县（今海兴县苏基
镇），1948年参加革命，曾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 66军某部的干部。1949年，他以华
北军政大学学生身份参加开国大典。后
来，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又任职庆云县
文教科科长、庆云中学校长。1990年离
休于庆云县政府。2015年，老人离世，
享年89岁。

武仁广说，父亲接受过教育，文化水
平较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深感

留住历史的重要性，随后踏上了寻访之路。
关于马颊河暴动的手稿共228页，主

要写于 20世纪 50年代，里面有参加人员
名单、书信等。武森林通过联系当年的参
与者、领导人，走访百姓，详细记录下马
颊河暴动的整个过程，很多细节都是第一
次披露。

这份珍贵的手稿在武家尘封了几十
年，终于在 2022年，武仁广发现了它，
将它转到万树森的手中。

由于时间久远，薄如蝉翼的纸页不仅
已经泛黄、字迹斑驳难辨，而且每翻阅一
次都可能破坏它。

武仁广将文字一页页整理、拍摄下
来，万树森负责恢复文字。

为了抢救沉睡多年的历史，那段日
子，万树森整日埋首伏案、废寝忘食。加
上查证历史，前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终
于完整地还原出手稿里的内容。

“父亲本打算为马颊河暴动这段历史
著书立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
愿。”武仁广说。

马颊河畔发起农民暴动

那是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后
人如此肃然起敬，不由得想为它立传著
书？

时间回溯到 20世纪初，“九一八事
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
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怒潮。1932年 6月，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扩大罢工运动、发动
游击战争、准备武装暴动等决定。河北省
委决定在包括沧州在内的 8个主要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

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主
要流经鲁北平原而入渤海。1934年春，
国民党庆云县政府贪污修河公款，转而向
群众摊派，强迫农民交款，出工修河。而
且，修河会毁掉大片麦田，老百姓怨声载
道，纷纷拒绝上工。反动的县政府派警察
下乡抓人。中共津南特委、庆云县委因势
利导，决定组织群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抗
河工斗争。

1934年 4月 15日晚至 16日晨，中共
庆云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马颊河暴
动的时间、地点和斗争的方式。会后，以

“鸡毛文书”的方式通知全县人民：农历
三月初五（公历 4月 18日），在东林庙会
召开全县抗河工大会。党组织的活动，惊
动了反动县政府。他们于 17 日和 18 日
晨，抓捕了中共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城
南区委书记张笃骞。

4月18日这天，在党员和进步群众的保
护下，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兼宣传委员刘格
平，毅然登台演讲，揭露国民党庆云县政府
贪污、私分修河专款的丑恶行径。台下群情
激愤，“停止挑河！”“马上放人！”“打倒贪官
污吏！”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

随即，刘格平等率领群众向县城进
发。沿途群众不断加入，请愿的人越聚越
多，浩浩荡荡，到县城附近时，已达两万
多人。而县保安大队长却关闭了城门，怒
不可遏的群众用木头撞开城门，直奔县政
府。

国民党庆云县政府门前有一个大广
场。不大一会儿，广场就聚满了请愿的群
众。在群众的强大威慑下，县长最终答应
了群众提出的释放胡恒熙和张笃骞、停止
挖河、交出全部贪污赃款等8项条件。

4月19日，胡恒熙、张笃骞组织群众
在板营附近的皂王桥（今马颊河上的枣林
桥）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大家团结起
来，把抗河工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在马
颊河工地游行，15公里长的河道里，聚
集了三四万人。4月20日，刘格平、胡恒
熙在严家务村大集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
军，但遭到了国民党县保安队的镇压。刘
格平、胡恒熙等 17名党团员和群众积极
分子被捕，轰轰烈烈的马颊河农民暴动失
败。

“马颊河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却有
着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沧
州以至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暴
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沧州的统

治，为之后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万
树森说。

武森林老人的手稿，为我们披露了更
多这次事件的细节。

他写道：“格平同志领着把门打开，
到大堂上请愿：第一，先把张笃骞、胡恒
熙释放；第二，马上停止河工，要求县长
出来答复。县长付奎升没敢出来，公安局
局长吓跑了。当时把胡、张二人要出来，
向群众讲话。请愿胜利了，格平同志在纸
上写下庆祝罢免河工胜利。把条交给我，
让我买了一张二尺的丝棉布，到天东印局
买了一瓶墨汁，写上罢免挑河胜利。一路
从县政府，到西关，到了西山庙广场上开
会，格平在会上说，我们必须有组织，各
村都选了代表。众人异常兴奋，准备到板
营去……”

鲜为人知的故事

每次重温这段历史，万树森总会感慨
万千。

“当中国革命斗争深陷黑暗中时，无
数共产党员站出来了，他们冒着生命危
险，投入到残酷的斗争中去。”他说，文
稿毫不吝惜对刘格平的笔墨，无论是宣印
传单遇敌时的镇定自若，还是面对酷刑时
的坚贞不屈，都凸显着一位共产党员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马颊河农民暴动失败后，刘格平等
17 名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狱
中，他戴着4公斤重的镣铐依然坚持起草
上诉文件，传播红色思想，带领大家学唱
《国际歌》。

“格平在狱中写了呈草让大家提起上
诉。在狱内的格平同志，想一切办法让大家
娱乐，教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戴
了8斤多重的镣铐，在车上唱着歌走的，
还总说咱们的事情有办法。”

“格平和大伙说官司是一个事儿，案
子是另一个事儿，鼓舞了士气。格平领导
绝食，结果由原来一天一顿馒头改为一天
3顿馒头，菜也提高了。后来第二次又提
出要求，组织大家学习，需要有人送书、
送报，大家每天学习政治经济学……”

“格平同志被押走时戴着镣铐上不
去，便双脚跳上去，高唱着国际歌。群众
说好样的。给群众印象非常深。刘墨卿，

携着筐子迎在道上给格平同志送吃的。”
万树森说，这段文字再现了刘格平被

捕和在狱中的场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的形象，历历如在眼前。

还有一次，刘格平等人即将被押送到
北京的监狱，在车站遇到了蔑视共产党人
的军警，言语中满是挑衅。刘格平果断上
前与其交涉。即使被捕，也没有丢掉一个
共产党员的气节和操守。

手稿中对这段历史也有描写：“在沧
县车站等车，一个保安队员说：‘这些人
是干什么的？’解差说是共产党。保安说
是多少人？十来个人。还用不了两条子
弹。格平问他主得了吗？他主了，我们就
不走了，就不上车了。他为什么说这个，
是要那人赔礼道歉。”

手稿中还有两封书信，一封来自胡林
晓，另一封来自张笃骞。两位曾参与马颊
河暴动的革命者，听说武森林搜集这段历
史，为他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知
情人线索。信中提到当年一同参加革命的
胡恒熙、邸玉栋、马振华、贾振声、俞恩
荣、武大丰……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可
歌可泣的故事。

万树森说，武森林这部手稿，留下了
沧州早期建立党组织的重要资料。对胡林
晓贴印宣传页的描述、张笃骞的回忆录、
马振华化装成卖书商人组织活动以及刘格
平等众多革命者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沧
州早期革命者的生动形象。

今天，距离马颊河暴动已经过去了整
整90年。

硝烟散去，这片无数革命先烈倾注热
血、献出生命的土地已经变了模样，百姓
安居乐业，城市欣欣向荣，薪火相传，赓
续红色基因。这盛世，正如他们所愿。

1934 年 4月 15 日，3

万多民众扛着镐、锨、扁担

开赴马颊河工地游行。众人

高喊：“河不挑了！”挑河民工

闻讯欢呼，停止了挖河，挥

锨舞镐，加入游行队伍……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颊河

暴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在沧州乃至北方一次较

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当

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

治，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离休干部武森林去世

之前，历时多年寻访当年

的参与者、领导人，为还

原那段的历史，留下了上

万字的手稿。

70多年过去了，这份

记录马颊河暴动背后故事

的珍贵手稿，在文史爱好

者万树森的帮助下终于得

以公开。一页页翻开，党

史上的难忘瞬间重现在眼

前，那段红色岁月、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留存成

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手稿封面手稿封面

年轻时的武森林年轻时的武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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