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之喜
找到解放郑州的“小炮手”

老人左臂被炸伤致残，如
今由善良儿媳照顾安享晚年

12 名解放郑州战役中牺牲的陵川县烈士
中，其中有一名出生于平城镇杨寨村，他就是
杨金明。但由于该村占地面积大，人口较多，
这给寻访带来很大难度。令人欣慰的是，经耐
心寻找，记者意外寻访到了一名参加过郑州解
放战役的老战士“小炮手”王垒孩。

寻找杨金明烈士家属未果

来到杨寨村，一栋栋规划整齐的两层红色
小楼映入眼帘，豪华轿车、气派的村委会、漂亮
的村民楼、崭新的寄宿小学，走在杨寨村的街
道中，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有着2000多人的村
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在惊喜的同时，记者的寻访工作并不顺
利，走街串巷拜访了十几位上岁数的老人，没
有得到有关杨金明烈士亲属的任何线索，有的
人感觉耳熟，有的则完全没有印象。

意外找到解放郑州的“小炮手”

在见到今年80岁的王垒孩时，老人拿着刚
拔的萝卜正往家走。经过了解，王垒孩并不认
识杨金明，但老人却参加过解放郑州战役，老
人是炮兵，在战役中负伤导致左臂残疾。

王垒孩生于1928年3月7日，1948年10月
因负伤致残。老人由于年事已高，说话和思维
都有些模糊。经村委会人员翻译得知，老人当
时参军时，村里一共走了5个人，当兵打仗时都
分开了,不清楚其他人的情况。在解放郑州战
役时，他是一名炮兵，在一场战斗中，他英勇地
冲锋陷阵，左胳膊被手榴弹炸伤致残。说到
此，老人脱下棉衣拉起左臂袖子，这只胳膊肌
肉已经萎缩，只有小孩胳膊一样粗细。

随后，老人拿出一个紫红色带锁的小木
盒，盒盖是抽拉式的，找了半天才在柜子上面
找到钥匙，盒子打开，里面是老人的残疾证与
退伍军人证，还有一个古老的钱夹，里面装了
800 元钱，这也许就是老人的全部积蓄。老人
遗憾地说，参军时没有照相留念的机会，其他
一些老照片也在妻子去世时丢失。

善良儿媳照顾老人晚年生活

交谈中得知，负责照顾王垒孩的一对40多
岁的夫妻和老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原来，王垒
孩老人在妻子去世后，又遭遇晚年丧子之痛，现
在家庭的女主人是王垒孩的儿媳。老人儿子去
世后不久，儿媳改嫁到了杨寨村，并和现在的丈
夫生下了一个女儿。儿媳改嫁后，看着王垒孩孤
苦伶仃地生活，儿媳和现在的丈夫商议把老人接
到了家里生活，如今一家4口过得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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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姓名：张昌旦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5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崇文

镇王早岭村
所在部队：老2团
战斗牺牲地：解放郑州战斗

时牺牲
牺牲时间：1948年
现在家人情况：目前家里没

有亲属
讲述人：张昌旦的本家兄弟

张振金、张昌旦儿时
伙伴秦立昌、靳起付

崇文镇王早岭村处于陵
川县的正南方，作为该村为
数不多的解放军战士，张昌
旦的确让同龄人羡慕不已，
直至现在提起他来，老伙伴
仍在“妒忌”不已：“我当时没
被选上，他是我们那批唯一
一名参军的。”记者打探得
知，昌旦原来是小名，这名在
郑州解放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名为张振昌，在王早岭已没
有亲人。

年少时屡遭不幸的他在
牺牲后 ，收 养 他 长 大 的 叔
叔曾来郑州认领遗骨，他
们最终带回去了一把被侄
儿 鲜 血 染 红 过 的 郑 州 热
土，回家埋在坟里，为张昌
旦烈士立碑。

儿时一贫如洗，父
母早逝被收养

王早岭村虽然也是个山村，但离从晋
城到陵川的公路不太远，所以和其他山村
相比，找到这个村子没有费太多的周折。

我们正在村口打听张昌旦家人的消息
时，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主动过来搭话，“我
就是张昌旦最亲近的人了。”

这位老人叫张振金，1938 年出生，今
年已经70岁了。但说起张昌旦来，张振金
老人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虽说我和昌旦哥目前算最近的家属
了，但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也搞不
太清。有可能我的爷爷和他的爷爷是兄
弟，也可能是堂兄弟。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由于昌旦哥四五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母，
是我的叔叔把他养大的。”张振金说。

张振金说：“张昌旦家真是一贫如洗，
家里没有一分地，也没有一间房，借住在我
家的草棚里。常年靠父母给别人打长工维
持生活。四五岁时，张昌旦的父母先后去
世，而和他血缘比较近的长辈也都去世，我
叔叔看他可怜，就把他领回了家，一直把他
抚养到能独立生活。”

秦立昌是张昌旦儿时的玩伴，提起张昌
旦来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张昌旦去报名参
军时，他也去了，没有被选上。张昌旦是村里
那一批想参军的年轻人中唯一一位被部队接
收了的人，当时秦立昌还失落了很长一段时
间。

“我和张昌旦在童年时关系很好，可以说是
生死之交，其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秦立
昌回忆说。

“那时候我俩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日军进
入太行山，在陵川县城开始修建炮楼。有一天，
我们俩在一处山坡上玩耍，被一队日本兵看见，
五花大绑将我俩送到陵川做起了苦力。日军把
我们当大人一样使唤，和成年人一起凿石、搬石

块。早上天不亮就被日军赶起来干活，天不黑
不会歇工。”

在干活时，有日本兵在旁边不停地来回走
动，如果有人动作慢，日本兵手里的棍子和鞭
子就会打过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小土八
路地干活。”

“我和张昌旦都挨过鞭子，也受过棍棒的痛
打。”秦立昌说，因为年龄小体力跟不上，有时实
在太累，刚想休息一下，那边的棍棒和鞭子就到
了，所以身上的伤总是不断。

秦立昌说，有些人体力实在跟不上了，日本
兵就会把他们捆走，以后在修建炮楼的工地上
也见不到了，据说是被拖出去枪毙了。“这样的
场面，我和昌旦见过多次。”

新婚刚三天，毅然
报名赴战场

1945年，陵川解放，张昌旦是当时王早
岭村农会的积极分子，家里的条件也得到了
很大改善，分了三亩地，还分了三间房屋。

又过了一两年，虽然是单身一人，但
因为有了土地，日子也不像原来那样拮据
了，此时他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并看上了
本村的一位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两人结了婚。婚后第三天，中国人民解放
军来村里征兵。

秦立昌说：“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当时张昌旦的幸福生活，他也不会分到田地
房屋，也不能翻身做主人。张昌旦对共产党
怀着深深的热爱，所以一听说解放军要征
兵，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顺利地参了军，
没有顾上给家里打招呼，就跟部队走了。”

张振金接着说：“参军后，大约过了半
年时间，昌旦哥回来过一次，但在家里只
待了一天，就又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
有了音信。”

解放郑州牺牲，村里
人带回郑州土为他立碑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陵川县马圪当
乡张昌旦的一位战友带来的。那是郑州解
放后不久，这位战友来到王早岭，对我们家
人说：“昌旦在解放郑州时牺牲了，部队让
家里人去领尸骨。”

张振金说：“当时我还很小，记得是叔
叔去的郑州，但到郑州后并没有领到昌旦
尸骨。叔叔只好从郑州挖了一些土，就像
带着昌旦哥一样，神情凝重地回到了家。
到家后还专门把郑州的土下葬在祖上的墓
地里，村里人说场面很大。”

张振金说，张昌旦烈士的妻子在他
牺牲后，在村里独身生活了三四年，后来
在老人们的劝说下改嫁到了本村，现在
已经去世。

十二三岁，被日本兵抓去当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