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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两年后，他从云贵高原来到东北辽

宁，在大连旅顺安度晚年。

每天闲不下，爱好又广泛，他的身份引起

了周围人的猜测——

他家的菜园种得最好，左邻右舍都称道，

有人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脚踩缝纫机熟练地改衣裤、补衣物、做

书包，有人说他当过裁缝；

他自做大衣柜、五斗柜和沙发，有人说他

做过木匠；

他的根雕作品在展览会上引人瞩目，有

人说他是艺术家；

他的六个儿女个个懂事、有出息，有人感

慨说这真是一个幸福之家……

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辽宁省军区

大连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有着

八十四年党龄、现年一百零一岁的老红军郭

瑞祥。

一

夜深深，一轮明月悬天穹，大地像一幅淡

淡的水墨画。忽然，一笔焦黑的“墨点”用力

点在地平线上，时而跳出时而隐入，这便是只

有十五岁的少年郭瑞祥。他积极参加党的地

下工作，怀揣党交给的重要情报，不畏艰险困

难 ，一 次 又 一 次 圆 满 完 成 任 务 ，从 未 出 过

闪失。

那是 1935 年，河北魏县敌情复杂，敌人

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少年郭瑞祥成为尹野

马村地下党组织的重点培养骨干。郭瑞祥

人机灵，脑瓜灵活，当过药店伙计，能写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他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踊跃投身革命斗争。白色恐怖时期，处处危

机四伏。革命者们在菜窖里谋划，在敌人眼

皮底下收集情报，再把情报送出去，一旦被

捕就有生命危险。郭瑞祥胆大心细，机智勇

敢。虽然目睹过同志们的牺牲，他依旧毫不

退缩。

记不清多少次，他一头钻进夜幕，趁附

近没人，把油印传单放在人们必经之地，把

标语贴在墙上。这些富有力量的文字，每个

字都是一团火，点燃了劳苦大众心中的抗敌

热情。

1937 年，加入了青年先锋队的郭瑞祥多

次组织年轻人半夜出发，悄悄割反动地主家

的麦子。夜里割麦，月圆之夜容易暴露，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夜又耽误割麦，弯月当空时最

好。于是，八十多年前的华北平原，不时出现

这样的夜景：天上有一把“弯镰”当空映照，地

上有三四十把弯镰闯进麦田……这些麦子救

了穷人的命，也充实了革命队伍的补给。

1937 年 3 月，十七岁的郭瑞祥正式在党

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严守

组织秘密，一开始，他以“慈善捐款”的名义向

母亲要钱交党费。然而到了第二年，母亲李

秀堂也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尹野马村妇女抗

日救国会会长。母子从此携手同心，双双战

斗在对敌斗争的火线上。

1939 年，国民党反共分子突然翻脸，杀

害了郭瑞祥的上级，下令抓捕、屠杀共产党

员，党组织因此遭受严重破坏。郭瑞祥决心

重建队伍，组织了四十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参

加八路军，奔赴河南濮阳续写新的战斗传奇。

二

1949 年 2 月，郭瑞祥已是一位有十二年

党龄、久经考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解放军

政工干部。为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郭瑞祥

第一时间递交南下的申请。

郭瑞祥曾有过顾虑。大女儿三岁，妻子

于纯又有了身孕。夫妻婚后在同一个部队工

作，从未分开过。自己一走，让妻子自己回娘

家，他很不放心。但这顾虑一闪而过。彻底

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

国，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送别时，于纯挺着大肚子，微笑着说完

“放心走吧，不用惦记我”，便转过身去，忍不

住抽泣……

岁月如梭，当年郭瑞祥在南下途中写给

妻子的信，时隔漫长的七十余载时光，仍折射

着这位老英雄的铁骨柔情！

在信中，郭瑞祥满怀喜悦，思念阔别快半

年的妻子，也惦记她腹中就要诞生的孩子，热

情地邀她来部队。妻子即将临盆，三封信都

没有回，不知道碰上哪些困难，身体怎么样，

郭瑞祥非常惦念：

现在已到阳历七月五日了，按咱那时算，

你该与咱的小宝宝见面了，怎样呢？现在天

气很热，蚊子又很多，你辛苦了，你的身体如

何？没有出什么毛病吧！我离你这样远，又

不能去看你。家里二位大人的身体如何？很

好吧！告诉二位大人说，不要挂念我，我的一

切都很好。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七月

五日。

不幸的是，郭瑞祥心中隐隐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爱妻一直没来部队，是因为刚

生下的儿子不幸夭折。噩耗传来，郭瑞祥把

巨大的痛苦压在心底，担心这封信再勾起妻

子悲伤，对孩子的事不多提及。他一再开导

妻子，又安慰妻子，不来也对。因为丈夫去山

高水险的前线打仗，妻子知道了，一定又会担

心他的安全：

现在主力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我们在

后边跟着部队走，一定是平安的，望你不要挂

念，并告诉二位大人千万不要挂念我，又不是

小孩啥事我都懂，我的一切都很好，不要挂

念！……好好爱护身体，不要光想我，人家说

我比在江北胖了，人家说我：你想小于吧？我

说我不想，你信吧？

信为竖排字，用毛笔写的行书体，端庄娟

秀。这是军营铁汉的另一面：字字温暖人心，

句句柔情似水。

三

1950 年 9 月的一天夜晚，月辉如洗，溪流

轻唱，芭蕉叶随风而舞。谁料，美景下竟掩藏

着危机：在依山傍水的遵义湄潭县，一场风波

正在酝酿……

渡江战役后，郭瑞祥随同所在二野五兵

团挺进贵州，参加剿匪战斗。他肩上担着重

任：任驻扎湄潭县的起义部队“保安十三团”

政委，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教育改造这些起义

的 保 安 团 成 员 ，然 后 将 该 团 改 编 进 解 放 军

队伍。

这天晚上，内线突然来报：保安团有人要

叛变！附近的土匪马上就来接应……

情况万分危急！保安团七八百人，而负

责训练、改造他们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只有十

二人。郭瑞祥紧急部署，迅速将保安团军官

控制起来，火速通知驻在同村的县大队紧急

驰援，阻击前来接应的土匪。保安团的特务

连最危险，看住特务连就能控制住全局。郭

瑞祥下令对特务连加强看管。

当时，于纯强忍失去儿子之痛，身体刚一

恢复，便回到所在部队。部队领导想让她歇

歇，特批她去看望丈夫。谁知，偏偏赶上这番

变故！

郭 瑞 祥 掏 出 手 枪 交 给 妻 子 ：“ 情 况 紧

急，人手不够，你和警卫员一起看住保安团

团长！”

妻子一愣，郭瑞祥知道她没打过枪，咔地

将子弹推上膛，把枪递过去：“关键时刻，你就

开枪！”说罢急火火冲出屋子……

阻击土匪的枪声密若爆豆，令人心惊肉

跳。于纯攥紧手枪，一点不敢大意。充满变

数的夜，被心中的不安无限拉长。屋外的风

声像步步逼近的脚步，每一片撞击窗棂的落

叶，听起来都那样惊心动魄。

于纯担心能否顺利扭转局面，担心丈夫

和战友们的安全。但看见保安团团长张代龙

的眼神飘忽，她马上镇静下来，举枪厉声大

喝：“别动！”

第二天，拂晓挣脱了黑夜，浅红色的霞光

抹红东窗，总算盼来捷报！

冒着随时有可能发生反叛的危险，经过

复 杂 的 斗 争 和 教 育 ，郭 瑞 祥 牢 牢 控 制 住 队

伍，把他们分编到解放军部队，充实了我军

力量。

保 安 团 团 长 张 代 龙 痛 下 决 心 ，改 过 自

新。临走前，他把一副望远镜赠送给郭瑞祥：

“感谢郭政委，没有你，我就成历史罪人了。”

现存郭家的这副军用望远镜，虽然黄色

皮套破了、镜身黑漆斑驳，却无声地记录着那

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四

郭瑞祥有一项特殊的爱好：根雕。他家

的客厅展柜，摆着很多他亲手制作的根雕作

品。郭瑞祥一语双关地说：“树根一眼看上去

乱七八糟，实际各有各的美，就看你能不能找

到。人生的路也一样，就看你找没找到正道，

看你怎么走。”

郭瑞祥十五岁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十七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岁参军入伍，二十岁

指挥战斗。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部队多

个岗位任要职，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

次，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

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但这位功勋卓著的

老英雄从未居功自傲，心中永远装着人生的

“根”，装着一个老党员、老战士不变的信念。

对工作的使命感是他的“根”。新中国成

立后，郭瑞祥曾在军事法院工作。办案时，他

恨不能点月当灯、挽日不落，为厘清波谲云诡

的案件呕心沥血。由于审卷精力太集中，他

错 喝 过 杯 里 泡 烟 蒂 的 脏 水 ，误 把 烟 盒 当 馒

头咬。

对母亲的孝心是他的“根”。郭瑞祥十一

岁时父亲被地主打死，母亲李秀堂拉扯他和

妹妹艰难度日。响应党的号召，这位了不起

的母亲亲手把一儿一女送进部队，娘仨一起

远走他乡，一起打击侵略者。八路军医院缺

人手，李秀堂又介绍于纯参军，在战地医院当

护士。郭瑞祥称母亲是老革命功臣，也是郭

家的大功臣，对母亲万般尊敬。每一次百岁

母亲发脾气，八旬的郭瑞祥都直溜溜立正站

着，洗耳恭听。为母亲盛饭，郭瑞祥要双手捧

碗，毕恭毕敬地递给母亲。

艰苦朴素、自立自强的生活作风是他的

“根”。每次取药、理发，他都谢绝医护人员

登门服务，坚持自己去干休所。每次用药他

都询问价格，挑便宜的，为国家节约每一分

钱。他的一只军用搪瓷杯用了四十四年，一

台缝纫机用了七十年，一对沙发用了超过半

个世纪，毛衣破了剪掉袖子成半袖衫，再破

改成背心。干休所用大巴车送老干部去体

检，每次他都站在车门口，逐一把老干部搀

扶上车后他才上车，尽管他自己才是年龄最

大的那位。他出门拒绝儿女们搀扶、陪同。

邻居们每每听到楼道里响起拐棍声，见他独

自上下楼，都油然生出敬意：这可是百岁老人

哪！“能自己干的就别麻烦别人。”现在，他仍

然自己洗衣服、缝补衣裤。

他的“根”还在那一件件珍藏的老物件

里 。 1943 年 ，郭 瑞 祥 在 冀 鲁 豫 一 带 行 军 打

仗，收到老百姓赠送的行军鞋，打开一看，鞋

帮里竟绣着“李秀堂”三个字。母亲做的军

鞋，发到儿子手里！不在一个省，军鞋千千

万，这是怎样的巧合！郭瑞祥舍不得穿，一直

珍藏着。后因遭到敌人偷袭，匆忙撤退中，还

是遗失了这双鞋。郭瑞祥还有一双多次换

底、穿了七十多年的黑色皮凉鞋，其中的故事

也让他津津乐道：“这是 1958 年我参加第四

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时在北京买的。我穿着

这双鞋，还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一起拍过照呢。”

百岁老人郭瑞祥每天仍然扣紧领扣，梳

背头，拔直腰板。三伏天再热，他也不允许儿

子光膀子。说来，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故事：

1946 年冬，在今天的山东省东明县发生

了一场敌众我寡的战斗。百余名我军战士被

千余名敌人三面包围、背后临水，多次突围都

被打退，部队士气一时低落。在这生死关头，

东明县独立营政委郭瑞祥脱了衣服、光着膀

子，左手拿手枪、右手拎大刀，怒吼：“党员骨

干跟我上，冲啊——”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带

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这 是 郭 瑞 祥 第 一 次 、也 是 最 后 一 次 光

膀子。

五

郭瑞祥非常重视家风。他认为，管好家

庭也是爱党爱国。

儿女们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公私分明。郭

瑞祥的公车，从来不准家人坐。儿女在生活

的其他方面也决不借父亲的光。大家心里都

有这份共识：决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哪怕

是公家的一张信纸、一支笔、一片药，也不可

私用。

四 个 女 儿 三 个 当 兵 ，两 个 儿 子 也 是 军

人。郭瑞祥划了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决不用

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孩子们提干、找工

作开绿灯。四女儿郭惠丽复员后才知道，她

所在军的军长曾是父亲的老部下。小儿子郭

惠东在四川大山里当兵，并不知道他的上级

领导也是父亲的老部下。二女儿郭惠文医科

大学毕业，在部队医院立过三等功，离开部队

后没得到任何特殊安排，自己到地方小医院

去应聘。三女儿郭惠斌从部队疗养院下来，

自己折腾了大半年，总算找到一家地方妇幼

保健站，干零活谋生。背靠父亲这棵“大树”，

儿女们没有一个在部队受过额外优待，齐刷

刷在地方自谋职业。

1999 年，两个儿子一起下岗，突然失去

生活来源，一时手足无措、茫然无助。有人提

醒道：“你家的事好办啊，市领导区领导到你

家走访慰问时，你老爸说句话就行，区长还没

你爸官大呢！”

郭 瑞 祥 把 两 个 儿 子 叫 到 一 块 ，教 育 他

们：“现在需要照顾的人很多，你们不要向政

府伸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大儿子郭江陷入深思：奶奶、姑姑、父亲、

母亲都是老八路、老党员，前辈们浴血奋斗，

后辈怎么可以向上伸手、坐享其成？父亲立

下的家训一次次在耳边萦绕：“永远不给党和

国家添麻烦，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没有共产

党员克服不了的困难。”郭江攥紧拳头，精神

一下子振作起来。

郭江从国企书记兼厂长，一下变成个体

小商贩。他身着破旧工作服走街串巷，一边

发传单一边叫卖晾衣架，嗓子都喊哑了，有时

一天也卖不出去一个。熟人看了个个惊讶：

“郭厂长，你怎么干这个？”他还骑上自行车，

漫山遍野收购苹果卖给果汁厂，挣点微薄差

价。一次下坡时惯性太大刹不住闸，他连人

带车摔倒，顾不上胳膊肘、肩膀和大腿多处受

伤 火 辣 辣 地 疼 ，却 心 疼 袋 子 摔 破 苹 果 到 处

滚。他一个一个从沟里和树窝里把苹果找出

来、装进袋，再次上路。弟弟郭惠东到个体汽

车配件厂打工，每月收入有限，早出晚归，咬

牙坚持。他们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终于走

出人生的低谷。如今，哥俩开了家五金商店，

日子越过越好……

郭瑞祥引以为豪：六个儿女，个个遵纪守

法、爱党爱国、乐观向上。长孙郭宇光已是入

党积极分子，工厂的技术骨干。他说：“爷爷

就是样板。他一辈子对党忠诚，任何利益不

争不抢，任何工作都要做得出色。我每做一

件事都会想：如果换作爷爷，他会怎么做？”

今年，郭瑞祥被授予“七一勋章”。从北

京领奖回来，儿孙们欢欣鼓舞，达成共识：每

个人都要严格自律，努力为党和国家添彩，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图为河北邯郸太行山风光。影像中国

一心向党的百岁英雄一心向党的百岁英雄
刘国强刘国强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

山 了 ，微 山 湖 上 静 悄 悄

……”每天，这首曲子都会

萦绕在枣庄街道上，飘荡

在枣庄上空，伴随着许多

枣庄人的生活。

这首曲子叫《弹起我

心 爱 的 土 琵 琶》，是 电 影

《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枣

庄 人 对 它 的 掌 故 如 数 家

珍 ，亲 近 它 像 自 己 的 老

友亲人。《铁道游击队》的

上映，让这首曲子不胫而

走，弹拨起几代中国人记

忆的“土琵琶”，也成为枣

庄人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曲

子 。 人 们 夜 晚 枕 着 它 入

眠，早晨听着它醒来，脱口

就哼出了它，在广场上伴

着它起舞，几乎所有的大

型庆典活动和联欢会上都

飘扬着它的旋律，它已经

与枣庄人的日常生活水乳

交融。

我无数次与它迎面相

遇在枣庄的街道上。

作 为 中 国 近 代 工 业

的重地之一，山东枣庄可以说是一座铁道上的城市。在它

近 代 以 来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一 直 有 煤 炭 、铁 道 和 火 车 相 依 相

随。 1926 年，枣庄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

部建立，开始有组织地领导发动工人运动。1938 年，抗日烽

火迅速在微山湖畔、鲁南山区、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随

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区，指导成立中共鲁南

区党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统一整编地方抗日武装，令这

方 土 地 上 涌 现 出 苏 鲁 支 队 、鲁 南 铁 道 大 队 、运 河 支 队 等 队

伍。这当中最家喻户晓的是鲁南铁道大队。

鲁南铁道大队就是我们熟知的铁道游击队。这支战斗

在铁路线上的小型抗日武装，少时十数人，多则数百人，是

一支名副其实的游击队伍。铁道大队以抱犊崮山区主力部

队 为 后 盾 ，采 取 声 东 击 西 的 游 击 战 术 ，挥 戈 于 百 里 铁 道 线

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他们袭洋行、炸火车、毁桥梁、夺

机枪、劫布车、打票车，被日伪军称作从天而降的“飞虎队”；

他们保卫了华中、山东途经微山湖直达延安的秘密交通线，

护送了千余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过境，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 建 立 了 功 勋 ，被 萧 华 将 军 赞 为 插 入 敌 人 心 脏 的“怀 中 利

剑，袖中匕首”。

我生在枣庄、长在枣庄，孩提时便从小说和电影《铁道游

击队》中耳濡目染着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我熟悉他们中的

每一个人，像怀着一身扒火车绝技的洪振海烈士和曹德全烈

士。其实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都有真实出处，作家刘

知侠通过采访和深入生活，提炼和升华了许多人物原型，艺术

性地创造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群像。譬如芳林嫂，即是将

刘桂清等众多鲁南抗日妇女的个性特点和英雄事迹糅合创造

的艺术典型。

位于枣庄的台儿庄古城毁于 1938 年的台儿庄大战，七

十年后古城重建。我漫步其间，小桥流水，垂柳依依，夜幕

降临，灯光璀璨，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当年正是周恩来同

志委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来到徐州，当面力劝李

宗仁打台儿庄战役。台儿庄经此役后被誉为“中华民族扬

威不屈之地”。

新时代的枣庄被京沪铁路、京沪高铁和枣临铁路紧紧环

抱，风驰电掣的“复兴号”经此驶过。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枣庄

四季鲜花芬芳，满眼绿色令人心旷神怡，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仍然是铁道游击队。为此，枣庄先后在临山建设了铁道游击

队纪念园和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党政干部、

学生和群众络绎不绝，铁道游击队精神已经成为枣庄人做好

各项工作的重要精神动力。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硝烟远

逝，和平长驻，土琵琶的弹唱依旧萦绕在枣庄上空，回荡在人

们的记忆里。

下图为山东省枣庄市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碑。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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