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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静然）一张照
片众人牵挂，连日来，肃宁雪村烈
士“紧握”照片 82 年的故事备受
关注。近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感光
与纸质等多种材质档案保护重点实
验室的修复与加固下，这张被烈士

“紧握”82年的照片被还原在世人
眼前。

今年 4月，肃宁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在迁移雪村战斗牺牲烈士遗骸
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名烈士双手
抱在胸前，“紧握”一张年轻女性
的照片。历经 82 年，照片已经风
化，面部细节也有些模糊。来自南
京的 TR美术工作室尝试对原照片
进行特征分析，并分组修复了几个
版本，汇总融合后确定了最终效
果。工作人员希望通过照片这一线
索，找到烈士的亲属。

同时，经过真空封存的照片被
送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感光与纸质等
多种材质档案保护重点实验室，对

照片本体进行修复、保养。
该实验室多年来以创新技术为

支撑，修复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
照片。

“照片被粘在两片玻璃之间，
相纸老化降解严重，正面影像层已
经附着在玻璃上，疏松酥粉、模糊
不清，几乎一触即碎。”实验室负
责人李玉虎说，“经过研判，我们
选择用微米级的液雾喷洒在照片背
面，让显现加固剂慢慢渗透到影像
层，修复的同时增强照片的强度与
韧性。

经过科研人员的修复，照片原
貌得以重现：女子面容清秀，嘴角
微翘，头戴月牙形发饰，身穿翻领
外套。

“我们恢复了她的眼神、表
情、发饰和服饰，还有发髻，相纸
的纸纹都恢复出来了，就是抗日战
争时期，上世纪 40 年代初年轻女
学生的模样。”李玉虎说。

““肃宁烈士肃宁烈士‘‘紧握紧握’’照片照片8282年年””后续后续

春节家庭聚会，大哥提议，让
孩子们说说自己对家庭的感受。大
侄女首先站起来，回忆了自己儿时
回老家，爷爷奶奶小叔小婶给予她
的关爱。奶奶脸上难掩喜色，爷爷
眼神里溢满慈爱。儿时回乡的一幅
幅画面，已深深烙印在她心里，为
五彩的童年增添了厚厚的亲情润
泽。她说，她很骄傲成为这个大家
庭的一员。

二侄女随后发言，她谈起小叔生
病后，整个大家庭竭尽所能、齐心协
力共渡难关的艰辛过程。这让她相
信，任何时候，只要有家人携起手来
团结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接下来，几个晚辈也分别表达
了这个大家庭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所
发挥的作用。有的认为，是祖辈的
勤劳善良和在困境中的坚持不懈让
自己备受鼓舞；有的说，大家庭孕
育的正直淳朴、积极上进以及彼此
之间牢不可破的亲情，给予自己坚
实的底气，可以勇敢地面对未知的
一切；还有的说，这个大家庭传承
的优良品质滋养丰盈了心灵……

孩子们的发言坦诚实在，无一
不是在分享家庭在他们心目中的分
量。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言谈
中的真情流露，让我们倍感欣慰和
动容。欣慰于他们已经接过了家风
传承的接力棒，动容于此时此刻，
我们的思绪又被拉回到那些逝去的
岁月，再次重温那些永不磨灭的温
馨与感动。一幕幕场景在记忆的长
河里回溯，有母亲的严厉与慈爱，
有父亲的呵护与宽容，是父母用他
们的言传身教把优良的家风一代代
植入了家族基因。

父母教育我们要举止有矩、言
谈有度。记得小时候，母亲要求我
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在餐桌上不
能随意翻拣饭菜，不能大声喧哗，
和长辈说话要恭敬，女孩子不能和
男孩子随意打闹等。日常生活中一
些琐碎的行为规范，就在母亲零碎
的絮叨中悄悄渗入心底，潜移默化
修正着我们的言行。父亲是一位赤
脚医生，家里经常有村民在用餐时
间来取药、看病，他们往往惊讶于
一大桌小孩子吃饭时的安静，全无
多子女家庭常见的吵闹。

在偏僻的小村里，父母用他们
无微不至的教导，教会我们基本的
行为准则，为我们童真的世界绘出
一条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规范着寻

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父母教会我们要谦虚谨慎、与

人为善。人没有高低贵贱，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能以己
之长度人之短。每次当我们考试取
得好成绩沾沾自喜时，母亲都告诫
我们：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要
善于发现和学习别人的长处，让自
己变得更好。

父母都是慈善之人，对于村里
比我们更贫困的乡亲，不但不会因
为他们的困窘而疏远，反倒经常给
予他们关照。父亲曾多年照顾村里
的孤寡老人，并且看病从不收费。
家里生活本就捉襟见肘，但母亲仍
会挤出钱物资助他人。

直到父母故去多年，他们的善
行义举还一直为人称道。他们帮助
过的乡里乡亲每每念及都心怀感
激，这些珍贵的品质成为我们永远
的精神财富。

父母教导我们要勤奋上进、学
习为先。在我们家，学习是头等大
事，7个子女全部上学，这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并不多见。父
母都没有进过学校，父亲只上过几
天扫盲班，后来完全凭自学成为一
名赤脚医生。母亲自己不识字，却
对子女上学有着极度的坚持。那时
候地里农活繁重，但为了子女的学
业，他们苦苦支撑，在基本温饱都
成问题的年代，硬是为子女搭建起
一方读书学习的天地，让我们能够
通过读书走出贫困，走向更加广阔
的人生舞台。时刻督促学习是母亲
多年养成的习惯，不仅是在求学期
间，即便在参加工作后，每当听我
们兄弟姐妹又继续在职考本科、考
研究生，母亲的言谈中总是流露出
遮不住的欣喜和自豪。记得90年代
我回老家休产假，母亲问我：你回
来怎么连本书都没带，你就不学习
啦？母亲询问的眼神至今仍经常在
眼前浮现。

父母的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
起人生的坐标，让我们在人生路上
诚实守信、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这个向上向善的大家庭，始终保持
着那些优良传统，穿越时空，引领
一代代人前行。

““我家的家风传承我家的家风传承””征文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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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十年如一日，走街串巷挖
掘民间老故事，耄耋之年，已搜集
整理出20多万字的民间民俗故事。

他叫李勋山，青县上伍乡清和
庄村人。

82岁的李勋山，有着丰富的人
生经历——教书育人 12年，后来成
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因多才多艺，
当上了上伍乡文化站站长。退休
后，又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成
为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

见面时，李勋山一身粗布简
衣，满头银发、身板儿挺拔，说话
粗犷铿锵，俨然一副农民形象。但
一提起当地的历史、民俗文化、民
间故事，他又像文史专家一般侃侃
而谈，每天上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上伍乡有位“故事大王”

这些天，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
愿者团队的志愿者找到李勋山，想
要了解张娘娘河的历史。

老人带着他们来到村北的庄稼
地，说起了过往。从这条河的历史
发源到几次改道，就连河的位置和
流向，他都能准确地指出来。志愿
者们兴奋不已：“娘娘河这段历史的
空白，终于能填补上了。”

张娘娘河是兴济减河，因明孝
宗皇后张娘娘籍贯是沧县兴济，所
以在当地，兴济减河也称“娘娘
河”。这条河分水泄洪，在历史上起
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河
运废弛，作为运河支流的兴济减河
也失去了作用。年深日久，张娘娘
河逐渐淤废，河道也渐渐消失。

为了解这段历史，志愿者们已
经奔波多日，苦苦追寻的谜团终于
在李勋山的帮助下揭开了。

不仅如此，张娘娘河在青县、
沧县一带，既是一条分洪河，也是
一条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河。关于它
的传说和故事，至今仍被传颂。

仅这一条河的传说，李勋山就
能讲出 30多个版本来。要不是他及
时提供资料，张娘娘河的历史恐怕
就会湮没在历史风烟之中。

而这已经不是李勋山第一次为
大家解“谜”了。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在上伍
乡大王庄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
案，而随着时间流逝，知情者寥寥
无几。也是李勋山，提供了当年知
情者珍贵的口述资料。

对他而言，历史是一条绵延不
绝的长河，这些珍贵的故事就是河
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因为有它们，
才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

几十载搜集民间故事

出生于 1942年的李勋山，耳不
聋、眼不花、声音洪亮。他谈古论
今、出口成章，记忆力还特别好，
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记忆犹新——哪
年在哪所学校教书，哪年工作调
动，哪年编村志，附近村里都发生
过哪些重大的事件……老人熟记于
心。说到兴奋处，出口成章。

退休前，他曾任上伍乡文化站
站长。那些年，为了丰富村民们的
文化生活，李勋山绞尽脑汁——开
办书法、文学社团，成立秧歌队、
舞狮队，举办文化知识竞赛，等
等。也是从那时起，他意识到历史
文化的重要性，深植于心底的文化
意识被唤醒。

“青县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如
果不抓紧时间搜集整理，有些东西
恐怕就永远消失了。”李勋山说，从
那时起，他频繁地往返于各个村落
之间，边走边记录，搜集各类文史
资料。

每到一个村庄，他就找村里的
老人交流，听他们讲村里的历史、
有趣的故事。晚上回家后，再把听
到的故事记下来。李勋山说：“每听
到一个新故事，我都特别兴奋，就
跟捡着宝贝似的。”

几年前，听说陈嘴乡有位老人
知道很多关于运河的历史故事，他
便骑上三轮车，跑了 10多公里找到
老人。商船、纤夫、客栈……鲜活
生动的运河画面从老人颤颤巍巍的
叙述中流泻而出，复活了当年运河
的繁荣景象。

李勋山坐在对面，越听越兴
奋，不知不觉，天都黑了。回到家
里，再熬夜把它们整理出来。

还有一次，李勋山患病住院，
同病房的几位老人也都是青县人，
说起青县的历史文化来滔滔不绝。
几人每天在病房里谈古论今，还没
出院，李勋山就在病床上整理出了3
本民间故事合集。出院后，他觉得
意犹未尽，又登门拜访。

就这样，一个个湮灭在历史烟
云中的人物、事件，几辈人传承的
民俗故事，在他的执着和努力下，
得以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见证了露天电影的辉煌

如今，人们对李勋山的印象大
多是“记录者”“文史爱好者”。其
实，他还曾经当过电影放映员。

“打开放映机屏幕上的按钮，银
幕泛起光晕，电影开始，刚刚还在

嬉笑打闹的孩子们瞬间安静，聚精
会神地观看起来。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电影放映员是农村里最受欢迎
的人。”李勋山拿出一张电影放映工
作证，讲述起了他与电影的缘分。

时间拨回到 1960年，初中毕业
的李勋山，因为在学校里多才多艺
被推荐到天津市群众艺术学校学习
电影放映，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流
动电影放映员，这一干就是8年。

那时候，李勋山每天拉着车，
驮着上百斤重的发电机、放映机和
电影箱，穿梭在各个乡镇间。

那是电影使人痴狂的年代，也
是他人生中一段风光的日子。

当时的人们有多爱看电影？晌

午刚过，李勋山和他的放映机还没
进村子，已经有大人小孩在路口等
候，村民们会主动帮忙搬设备、架
幕布，性急的人早早地带着马扎占
位。夜幕降临，灯光射出，银幕亮
起，整个场地已经坐满、站满了
人。有的人甚至坐在、站在银幕的
背后看，晚到的村民即使距离远，
也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俺们放映员被当成是
贵宾，来到村里，吃百家饭、住百
姓炕。一年 365天，几乎天天都去
放电影，”他说，有时候一天要放两
场电影,等最后一拨观众看完，已经
接近凌晨3点。

李勋山能写、会画、说快板样
样精通，有时候电影放映前，他还
会放映几张自己画的幻灯片，宣传
国家政策。

虽然“露天电影院”逐渐消
失，电影放映员也不会再出现在乡
村，但李勋山对文化的热爱依旧。
后来，他任职上伍乡文化站站长，
继续从事文化事业。

村里人都说，李勋山经历丰
富，爱搜集民间故事、写故事，而
他一生的经历也如一部故事一样，
精彩丰富。

郭陆顺，湖南浏阳北盛区丰裕乡
人，1914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26年，担任农会领导的儿童团
团长；1927年春，加入青年团，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参加张
正坤、王震率领的工农武装浏阳一支
队；在部队，他先后担任勤务员、班
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
等职，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部队优
秀的指挥员……

1934年10月，郭陆顺随军转战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郭
陆顺参加了长征。

郭陆顺曾在泊头战斗，如今，仍
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在口口相传。

担任回民支队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为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
地和加强党对马本斋回民支队的领
导，1939年秋，郭陆顺受组织派遣，
到冀中回民支队任政治委员。几年
间，他和马本斋一起，强化军事训
练，采取游击战术，粉碎了日寇的一
次次残酷扫荡，使得回民支队成为一
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部队。

他还把红军的优良传统带到回民
支队，经常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整军。
组织部队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讲解抗
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讲述中国工农红
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英雄模范事
迹。

平时，郭陆顺善于抓先进典型、

英雄人物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从而大大提高和激发了回
民支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
忱，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抗战到底的
决心，使这支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
战斗力。

1940年 2月中旬，郭陆顺、马本
斋率回民支队，进入深南地区，开展
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协助地方政府
开展工作，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发动，
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了
军民关系，站住了脚跟。先后在南花
盆、康庄、榆科等地，连续作战30余
次，打开了深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
面，在回民支队战史上写下了灿烂的
篇章。

头部负伤 壮烈牺牲

1942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
年，斗争形势严重恶化。3月初，回
民支队奉命在建国、交河以及冀南地
区的阜城、景县等地活动，配合冀南
军区兄弟部队，粉碎敌人“蚕食”冀
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4月初，敌人对建国、交河一带
的清乡“扫荡”十分频繁。26日郭陆
顺、马本斋率回民支队来到交河县陈
庄、西高屯、齐桥一带活动。

27 日拂晓，交河、泊镇之敌出
动 1000 余人袭击陈庄。我一大队指
战员，凭借街头工事的优势阻击敌
人，激战一天，连续打退敌人数十
次冲锋，击毙敌人 200余人。战斗进
行到下午两点多钟，郭陆顺亲自来

到前线指挥，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
攻。黄昏后，正当部队从村北突出
重围时，他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
牲。

百姓深情悼念

当天，回民支队利用晚上，为郭
陆顺和陈庄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们召开
了追悼大会，马本斋说：“我们敬爱
的政治委员郭陆顺同志，在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多打胜仗为郭
政委报仇！”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和
村民送来了一口棺木，将郭陆顺安葬
在了高官村。第二天，高官村的干部
群众为郭陆顺筑起了一座坟丘。为了
防止敌人破坏，当时没有树立任何标
记。

4月 30日，郭陆顺的妻子韩启民
从冀中八地委机关驻地武强县堤南村
来到建国县高官村，她是来传达地委
关于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指示精
神的，并不知道丈夫郭陆顺已经牺牲
了。

韩启民和郭陆顺结婚才刚刚一个
月。那时韩启民住在堤南村，郭陆顺
和回民支队住在离堤南村15公里路的
一个村子里。结婚那天，战友和村民
们共同为二人举行了仪式。结婚后第
三天，韩启民就赶回了机关驻地。

得知郭陆顺牺牲后，韩启民悲痛
万分，是乡亲们的陪伴一点点融化了
她内心的悲伤。大家有的送来饭菜，
有的轻声安慰。

夜幕降临后，她来到了郭陆顺的
埋葬地。没想到，这里已经站满了几
十个老乡。

大家静默不语，都忍不住哭了起
来。不知是哪位乡亲，到韩启民面前
哭着说：“听说郭政委牺牲的消息后，
我们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难过的，早想
过来表达我们对郭政委的一点心意。”
又一位乡亲说：“韩主任，我们一定为
郭政委报仇！”“我们一定为郭政委报
仇！”乡亲们齐声呼喊起来。韩启民一
时不知说什么好，含着热泪向乡亲们
点头致谢。

韩启民担心时间久了会被敌人
发现，就催大家快回村。这时乡亲
们都围上来，纷纷邀请她到自己家
吃饭。一个乡亲说：“俺连口水也没
敬郭政委，他就牺牲了。你到俺家
吃顿饭，也好表达俺对郭政委的一
点心意。”韩启民难过又激动，止不
住地流泪。

从此以后，每年清明节，百姓们
自发前来祭扫，表达对这位抗日英雄
的怀念和哀思。

1952年，郭陆顺的墓迁到华北军
区烈士陵园，安葬在苍松翠柏之中，
供人们凭吊。在移棂时，高官村的人
们扶棂相送，一直将郭陆顺的尸骨送
到石家庄。他们还不住地说着：“十多
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着郭政委。”

穿越时空的力量穿越时空的力量穿越时空的力量
杜义霞杜义霞

▲82 岁的李勋山仍坚
持看书学习。

◀天津群众艺术学校毕
业证被李勋山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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