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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
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英雄烈士大都
出生于普通人家，他们也曾是慈母“心头肉”、深
宵“入梦人”、儿女依靠的大山，但他们奋不顾
身、抛家舍业，只为“殉国家之急”。该铭记他们
的，不只是他们的至亲至爱，世人更应该始终铭
记英烈的奉献，传承他们的精神。

烈士蔡中的妻子以及后人苦苦寻觅几十载，
最终在湖南省株洲军分区组成寻亲团帮助下得

以圆梦。这既是对英烈的一种尊重与敬畏，也是
对当下幸福生活的一种珍惜与感恩。当前，许多
地方相继开展为送烈士回乡、帮烈属寻亲等活
动，这正是铭记英雄、崇敬英雄的生动实践。

无情未必真豪情，心怀天下大丈夫。黄花
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赴广州参加起
义前写下的《与妻书》，满纸既有赴死的慷慨，
更多的是对妻子深切的爱意。书中一句“吾至
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便道尽
了英雄烈士们因爱而勇敢、为爱而奋争的家国
情、赤子心。在满街狼犬、遍地腥云的旧中国，
无数仁人志士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懈奋
争，为“人间遍种自由花”而视死如归。正如张
朝燮在与妻子的“两地书”中所写“抛弃父母和
孩子而到社会上做事……表面上是抛开了他
们，实际是为了救他们，救我，救社会上一般被
压迫者……”自古英雄亦多情，只是英雄不为
私情所累，愿为大爱献身，更能够“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甘为全社会的福
祉而抛头颅洒热血。

鲁迅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
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曾有学者认为，
甲午战争之败与当时那种“国不知有民”和“民
不知有国、只知有家”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
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华民族以那种“国破
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和“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
送郎上战场”的慷慨担当书写的恢弘史诗。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英雄者国之干，是民族的先锋、国家的
瑰宝。崇敬英雄、善待英雄才能营造出英雄辈
出、急公好义的良好社会环境，铭记英雄是全社
会对英雄精神最好的褒扬传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的前途命
运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身处和平盛
世，繁荣富强的祖国远离了战火硝烟，但守护岁
月静好更需要有人负重前行。沐浴新时代的春
风雨露，让我们从小家的爱与温暖中汲取无穷
的力量，扛起使命担当，守卫大家的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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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

父亲》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令人振奋的
消息传回湖南，蔡中等红 34师烈士安葬
地在全州县安和镇文塘村找到了。

原来，在今年清明节前夕，当地政府
根据附近群众指点，找到当年埋葬蔡中等
红 34师烈士的地点，为蔡中等红 34师烈
士建立红军合葬坟并立碑，这为此次寻亲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0月18日，蔡志敏随寻亲团驱车向广
西进发。这一刻，蔡家几代人等了85载！

临行前一天，蔡志敏忙前忙后，准备
着要带给爷爷的东西。蔡志敏首先来到
奶奶刘仔妹以及父亲蔡德祥坟茔上各挖
了一捧泥土，他要将这两捧泥土带到爷爷
坟前，撒入湘江，也算圆了这几十年来的
团圆梦。随后，他又买了些攸县米粉，灌
装上自家酿的米酒，要让爷爷再尝尝家乡
的味道。东西都备齐了，但蔡志敏始终觉
得少带了些重要的东西。对，后山岗的红
杜鹃和爷爷送给奶奶的小镜子！蔡志敏
连忙找到包得严严实实的小镜子，又来到
后山岗折下几枝杜鹃花，扎成一束，他要
把这红艳艳的杜鹃花栽到爷爷坟前，让爷
爷与奶奶以另外一种形式永远在一起。

次日清晨，蔡志敏来到文塘村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战场旧址红军墓，祭拜追思。
墓地长风卷动着挽联，发出呜咽声，墓碑
上连绵的烈士姓名在碑林里延伸……“扑
通”一声，蔡志敏在红军墓前跪下，他摸了
摸冰冷的墓碑，哽咽道：“爷爷，我来看你
来了，咱们回家吧！你和奶奶种的杜鹃花
红艳艳啊，回家和我去看看吧。”一番倾诉
后，蔡志敏在军分区同志的安慰下，依依
不舍告别爷爷蔡中。

青 山 处 处 埋 忠 骨 ，绿 树 常 青 伴 英
魂。85年前湘江血战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之奉献的先辈，他
们留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丰碑；不是物质，
而是精神。这精神将不断激励代代华夏
子女奋勇向前。

青山处处埋忠骨，绿树常青伴英魂

有种铭记有种铭记，，叫叫作从未忘却作从未忘却
■何 波 邹 伟 华 山

85年前的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34师官兵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包括时任
红34师政治部主任蔡中在内的5000余名红军战士与敌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丈夫，壮怀激烈，战死沙场；妻子，从青丝到暮发，年年守望。直到去世那年，蔡中的妻子刘仔妹依然没有放弃寻
找丈夫的安葬地，在弥留之际嘱托儿子蔡德祥一定要继续寻找下去。蔡德祥多年寻找未果，在临终时又将寻找重任
交给儿子蔡志敏……

几十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今年10月19日，在湖南省株洲军分区的帮助下，蔡志敏在广西全州县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战场旧址，找到了掩埋红34师烈士合葬的红军烈士墓。

有种告别，叫作从未离开；有种铭记，叫作从未忘却。本期视点，让我们跟随蔡中的妻子及其后人寻亲的脚步，
一起感受这深深的思念。

“昨夜我做了个梦哩。”
“什么梦呀？”
“梦见你回不来了……”
“别说傻话，送你一面小镜子，等革命

成功了，我一定回来接你。”
——蔡中临行前与妻子刘仔妹坐在

村头大榕树下，依依惜别

蔡中（原名蔡兰阶），1906年出生于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莲塘坳乡，1926年跟
随胞弟、时任红三军政委的蔡会文参加
革命。1930年 9月，蔡中随红一方面军
攻长沙未下，全军撤至攸县，他得以回
家看望亲人。不久，红军决定放弃攻打
长沙，回师江西。

世间爱情，缠绵缱绻，但在战争年
代，爱情更意味着义无反顾地支持对
方。红军决定回师长沙时，刘仔妹已怀
有身孕，但她还是做出了支持丈夫的
决定。

临行前，蔡中与刘仔妹来到他们经常
聊天谈心的村头大榕树下，依依惜别。刘
仔妹担心着丈夫的安危，泪水涟涟，万般
不舍；蔡中一边紧紧搂着妻子的肩膀，一
边轻柔地为妻子拭泪。

“杜鹃花发映山红，韶光觉正浓。”话
别时，刘仔妹期待地望着丈夫说：“我们在
后山岗上，栽下一垄杜鹃花吧，我一边照
料，一边等你回来。”听罢，蔡中坚定地回
应道：“好！等杜鹃花开满山的时候，等革

命胜利的时候，我一定回来接你和我们的
孩子。”就这样，后山岗上多了一垄象征思
念的杜鹃花。

临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部队要出
发了。村里，从花甲老人到乳臭未干的孩
童，都冒着严寒挥泪送别红军。刘仔妹望
着渐渐远去的丈夫背影，唱起了湘赣边界
的客家民谣《红军阿哥你慢慢走》……蔡
中随红军走后，刘仔妹十月怀胎生下儿子
并取名蔡德祥。

后山的杜鹃花红了一季又一季，可刘
仔妹却再也没有见过丈夫。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一闲下来，刘仔妹就捧
着丈夫送的小镜子，守候在村口大榕树
下，遥望蔡中远去的方向……

杜鹃花开，红颜成灰，思念如初

“再找个人家嫁了吧。”
“不要了，我还是要去看看蔡中，给他

看看后山岗的杜鹃花有多艳。”
——亲朋好友劝慰得知蔡中牺牲后

极度悲伤的刘仔妹改嫁，她却萌生寻找丈
夫安葬地的想法

直到 1949年年底，刘仔妹才得知丈
夫已在湘江战役中牺牲，她一时难以接受
这个现实，悲伤得说不出话，满山的红杜
鹃瞬间在心中枯萎。

恸哭过后，刘仔妹面对亲人朋友的安
慰，只平静地回应道：“我还是要去看看蔡
中，给他看看后山岗的杜鹃花有多艳。”

1950年 年 初 ，安 顿 好 家 里 的 事 情
后，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刘仔妹便与儿子
蔡德祥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路。他们

只知道蔡中牺牲在湘桂边界，但并不清
楚具体葬在哪里。于是娘俩就沿着湘江
边的大城小县，一步一步地找，一遍一遍
地问。

在那个交通信息闭塞的年代，对于生
活来源不稳定的农村母子来说，寻亲无疑
是件困难又渺茫的事。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 1974年，
刘仔妹去世，她依然没有放弃寻找丈夫的
安葬地。弥留之际，她嘱托儿子蔡德祥一
定要继续找下去。蔡德祥多年寻找未果，
在临终时又将寻找重任交给自己的儿子
蔡志敏。

为何几十年来，蔡家几代人始终未能
找到烈士蔡中的安葬地？原来，当年蔡中
等红34师的将士在安和镇文塘村湘江边
英勇狙击敌军，最后全部战死。湘江畔遍

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
他们掩埋。如今，经过几十年雨水冲刷，
红军遗骸才逐渐被发现。

今年 9月，在中宣部、军委政治工作
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的指导支持
下，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得到妥善安
放或就地保护，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设施在广西全州落成并为部分红军烈士
遗骸举行公祭安葬。蔡志敏从电视上看
到这个消息后，又燃起寻找并祭奠祖父
的希望。

得知蔡志敏的心愿后，湖南省株洲军
分区决定帮他寻找蔡中烈士的安葬地。
军分区除了先行派人前往广西全州县、兴
安县、灌阳县等地查找烈士蔡中的安葬地
外，还组成了寻亲团，专程陪同蔡志敏赶
赴广西全州县、兴安县一带寻访。

为爱出发，千山万水去寻你

图①：蔡志敏（左三）与湖南省株洲军分区寻亲团来到文塘红三十四师烈士墓，进行祭奠追思。
图②：蔡中（左）与蔡会文兄弟的合影。
图③：蔡中（原名蔡兰阶）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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