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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书。这部书可能很平淡，但至少能证

明我们曾来过这个世界，不枉在世上走了一遭。”几

年前，我在我的自传——《我的记忆》一书中写下这

样一句话。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步入晚年。人生这

部书，我也写到最后部分。回首过往的 81 年，为 21

名烈士正名这件事，是我人生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

的一章。

1941 年 5 月 29 日，我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

县永丰村。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去世

了。成年后，父亲和大伯两人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

壮丁，过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一天傍

晚，父亲和大伯一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他们从家

乡安徽合肥一路逃亡到母亲所在的永丰村。

在此之前，母亲已有过婚姻经历。母亲的前夫

熊恩才是一名农民赤卫队员。1930 年，熊恩才参加

姚村暴动，被叛徒诱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惨遭

杀害。1939 年夏天，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

小时候，家人经常讲述家族前辈的故事。当听

到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遭受的苦难，我恨得咬牙切

齿。当听到赤卫队员熊恩才的壮举，我又流下了热

泪。遗憾的是，包括熊恩才在内牺牲的姚村农民赤

卫队员都没有被认定为烈士，这成为母亲和家中兄

长的一大遗憾。

1959 年 12 月，怀揣着一定要当解放军的梦想，

我来到了部队。一次探亲期间，母亲提出：“当年的

农民赤卫队员是为劳苦大众牺牲的，他们很多人都

没有被评为烈士。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要尽可

能为他们争取烈士名分。”

我和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革命战争年代，姚

村农民赤卫队员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一样，牺牲了自

己的生命，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作为姚村乡

人，我有义务为家族前辈、为那些无名的英烈正名，

让英雄的名字闪耀在家乡的热土上。

转业回家乡工作之后，我于 1979 年开启了长达

40 多年的为烈士正名之路。随着时间流逝，当年那

些亲历者及亲属都在渐渐老去，正名之路异常艰

辛。根据母亲的回忆，我走遍了当年农民赤卫队暴

动时所走过的山山水水，先后询问了仍健在的赤卫

队员、遗属和知情人士等 60 多位相关人员，整理了

几万字的调查材料，最终确定农民赤卫队中牺牲的

队员有 21 人。

40 多年间，我多次前往省、市、县等有关部门申

报和递送材料，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材料需

要层层上报和批复。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知情人士

相继去世，申报之路越来越难。直到 2014 年 5 月 20

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出《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 8 名

同志为烈士的批复》，党史办原先记录的 8 名革命先

辈才被评为烈士。

“先烈的英名，不应被埋没。”这是我曾向赤卫

队员遗属许下的承诺。2014 年，我已迈入古稀之

年，患上了糖尿病和心脏病，先后做过 3 次搭桥手

术。家人担心我的身体，纷纷劝我量力而行、适可

而止，但我认为相比于先辈们作出的牺牲、遗属们

的期待，我需要坚持下去，直到 2021 年 11 月，我收

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追认彭本富等 13 名

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前段时间，听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在

“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展览馆内，21 位烈士的姓名

被写在了“岁月留痕睹物思人”展板的“英名录”上，

我不禁泪流满面。他们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英烈

榜上，被一代代后辈敬仰、铭记。我想，如果他们泉

下有知，可以感到欣慰、好好安息了。

（牛伟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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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安徽省郎溪县，天气日渐寒冷。每天 7时，81岁的老兵
臧永元已经穿戴整齐，戴着旧式的老花镜，准时坐在书桌前，翻阅《文
摘周刊》《中国剪报》等报刊。

书桌的一边，整齐地摆放着 100多本笔记本。这些笔记本中，有
姚村暴动情况记录、赤卫队员详细情况介绍、知情人士的回忆录，还有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追认烈士的批复件等。

“这些笔记本是我的宝贝，也是我的财富。它们见证了我为烈

士的正名之路。”只要有人提出“参观”这些笔记本，臧永元总会这样
介绍。“我从 1979年开始为参加姚村暴动的烈士正名。到 2021年 11
月，21名烈士追认正名全部批复完毕。21名烈士，终于可以安心长
眠了。”

有人说，臧永元是电影《集结号》中的“谷子地”。“电影《集结号》上
映时，我正在四处行走为烈士正名。”在臧永元看来，这些人是他的乡
亲，更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他能够做的，就是为他们求个“名分”。

8181岁老兵臧永元岁老兵臧永元4040余年余年为为2121名烈士追认正名名烈士追认正名——

半生时光 一路追寻
■牛伟萌 殷 超 张凌晖

背负嘱托，吹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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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5 月，臧永元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

姚村乡永丰村。臧永元的出生，让本就贫寒

的家庭举步维艰。小时候的臧永元，常常跟

在长辈后面，听他们讲述当年国民党军队到

处抓老百姓，搞得民怨四起，解放军则对老百

姓秋毫无犯，替穷人打天下。

他最喜欢听的，就是家族前辈参加姚村

暴动的故事。1930 年夏天，郎溪县姚村乡红

旗猎猎，呐喊声声。农民赤卫队高举镰刀斧

头，发起一场暴动，创建了郎溪县第一个苏维

埃政府——姚村苏维埃政府。姚村有不少先

辈在暴动中牺牲，其中就有臧永元母亲的前

夫——熊恩才。

革命前辈不怕牺牲的身影，在臧永元心

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的他，便立下

决心，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为祖国、为人民

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9 年 4 月，解放军胜利渡江后，郎溪县

解放。为了追剿国民党溃军，一个团的解放

军在永丰村休整。一位连长看见一旁玩耍的

臧永元问：“小朋友，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跟你一样，当一名解放军。”臧永元没有

丝毫犹豫，脱口而出。

1959 年 12 月，国家发布征兵命令。当时，

在永丰村生产队担任会计的臧永元，第一时

间报了名。5 天后，应征入伍通知书发到了大

队，大队长把通知书送到了臧永元家。接到

通知书，臧永元高兴地跳了起来，当解放军的

梦想终于实现了。

参 军 入 伍 ，臧 永 元 来 到 了 原 第 20 军 60

师。16 年的军旅生涯，臧永元先后担任过连

队卫生员、营部代理书记、军务科内勤参谋、

团政治处宣传干事。

在部队，臧永元兢兢业业，在多个岗位都受

到领导和战友的好评，但他的心头一直有一件

未了的心事——为家族前辈正名。小时候的

他，就经常听到母亲和兄长说起自己的遗憾，虽

然家族前辈中有一位英雄，却一直没被评为烈

士。如今，身处部队的他，对英雄前辈有了更深

理解，为烈士正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1964 年，回家探亲期间，年迈的母亲终于

说出了自己的心愿——“为参加暴动的农民

赤卫队员争取烈士名分，让先辈们安息。”母

亲的话语，让臧永元为烈士正名的信念更加

坚定。

1975 年，因母亲病重，臧永元提出转业。

告别心爱的军营，臧永元被安排到县药材公

司工作。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怀着对家

族前辈的情意，臧永元踏上了长达 40 多载的

漫漫追寻路。

几经周折，8 名英
烈终“有名”

正名，首先要确定所有牺牲的姚村赤卫

队员的姓名。

“敌我斗争激烈时，为了保证安全，很多

文字材料都销毁了，不少队员献出生命却无

人知晓。”臧永元发现，可供利用的资料十分

之少，也正因如此，当年牺牲的英雄们没有被

追认为烈士。

那时，臧永元利用周末时间四处走访调

查。他根据母亲的回忆，走遍了姚村乡的每

一个角落，前后找到 60 多名知情人士，最终确

认了姚村乡共有 21 人参加农民赤卫队，在姚

村暴动中牺牲。

他们分别是：李同洲、阮大佑、阮开全、费

新海、吴清福、张官成、熊恩才、陈建富、张传

和、彭本富、阮大任、傅正楷、马国太、谈本杰、

何元成、刘海、江玉成、陈家洪、王大成、姚大

牛、戴四娃。

“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越是了解那段

惊心动魄的历史，臧永元想要为烈士正名的

决心就越强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先

烈面对反动派的压迫，敢于英勇抗争、视死如

归，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981 年 4 月 21 日，臧永元将调查收集的

21 人的材料，上报到郎溪县民政局和安徽省

民政厅。由于缺少认定资料，第一次申报并

没有成功。

1982 年，赤卫队员遗属张清福在自家老

宅的墙缝中，发现了一份当年赤卫队开会人

员的画押名单。他找到臧永元，两人将这份

珍贵的资料交到郎溪县党史办，相关资料得

到进一步完善。

退休之后，臧永元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追

寻之路上。2011年，臧永元又进行了第二次申

报，由于年代太久远，也没能等到好消息。

几次申报不成，家人劝臧永元别认死理，

“搞不成就算了”。可他没有放弃，一遍遍到

档案馆、纪念馆查阅史料，联系当地赤卫队员

后人、志愿者，深挖历史细节。“当年赤卫队员

为了农民打天下，不怕流血牺牲，我为他们做

这点事，无怨无悔。”

2013 年，臧永元和部分赤卫队员遗属商

量后决定，第三次先申报当地党史资料记载

较完整的 8 位赤卫队员：李同洲、阮大佑、阮开

全、费新海、吴清福、张官成、熊恩才、陈建富。

精诚所至，金石可镂。2014 年 5 月 20 日，

安徽省民政厅发出《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 8

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牺牲 80 多年后，这 8 位烈士终得以正名。

奔走半生，补齐红
色“英名录”

在这之前，臧永元的母亲因病离世，没能

等到熊恩才的正名时刻。

当他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三哥熊传富，看

到已是古稀老人的兄长激动得泪

流满面，臧永元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 。“13 位 英 雄 的 遗 属 们 也 还 苦

苦等待着，我不能因为自家的事

情解决了，就甩手不管了。”

“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臧永

元给自己、给烈士们的承诺。

在之后的岁月里，臧永元继

续为其他 13 位烈士奔走着。“申

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材料需

要层层上报和批复。”郎溪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夏和斌说，随

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知情人士相

继离世，申报之路越来越难。

但臧永元和当地相关部门都

没有放弃。2016 年到 2019 年，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和臧永元一道，3

次赶赴省民政厅、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咨询、完善相关认定。

这 份 坚 持 迎 来 了 更

多人的努力。

据 郎 溪 县 党 史 和 地

方 志 研 究 室 工 作 人 员 回

忆 ，2020 年 ，他 们 对 姚 村

暴 动 进 行 了 更 深 层 次 的

挖 掘 ，通 过 多 次 走 访 调

查 ，最 终 ，在 当 地 的 党 史

上，正式记录下了这 13 人

的相关事迹。

2021 年 5 月 21 日，郎

溪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将

最新收集的资料，上交到

上级部门。

经过层层审核，11 月

19日，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终于收到了 13位烈士追

认的批复。

同样期盼着好消息的，还有烈士马国太

的女儿马菊珍。100 岁高龄的马菊珍，是 13 位

烈士中唯一还健在的直系亲属。“太好了！真

的太好了！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父亲可以安

心长眠了。”当臧永元将这一好消息在电话中

告诉马菊珍后，老人家泣不成声。

“坚持了 40 多年，我对家人、对 21 位烈士

终于有一个圆满的交待了！”更让臧永元欣慰

的是，在“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展览馆内，21

位烈士的姓名被一起刻在“岁月留痕睹物思

人”展板的“英名录”上。每一个走进展览馆

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名字。

如今，在距离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一公

里处的青苔岭上，一座烈士陵园已经修建完

毕。姚村乡内有墓可迁的烈士，已在那里集

中安葬，安然长眠。

图①：臧永元在翻阅烈士相关资料。 殷 超摄

图②：臧永元年轻时留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③：熊恩才烈士证明书。 殷 超摄

图④：臧永元（右二）和烈士遗属查看烈士光荣证。 殷 超摄

图⑤：姚村乡烈士陵园一景。 殷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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