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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王昌昌，经历多道周折
刚下过小雨的潞城镇天气颇冷，坐在从当

地租来的车内仍是忍不住发抖，山区的温差实
在太大。多亏了司机师傅经验丰富，才能够在
崎岖且有很多岔口的山路上判断出正确方向。
经过一路高低起伏的颠簸，终于走上抵达村庄
的必经之路，但在距离该村还有7公里处，却被
路边两个大石礅挡住去路，有二十多年驾龄的
司机师傅断定，由于车身太低且后视镜无法翻
转，只能在此下车改为步行前进。

7 公里的山路是个挑战，能否想办法让路
面适合车辆通过呢？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搬石
修路”，将路边表面平坦形状相似的石块搬至两
个石礅内侧，并把小石子垫在石块的空隙中，以
避免汽车在石块上行驶时不能保证平衡，导致
车身卡在石礅之间。

这是一个赌博，大家把注押在了司机师傅的
车技上。当司机一寸寸地从铺好的石头上前移
时，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短短的几分
钟，却是如此漫长，人人都捏了一把汗，最后终于
成功越过了这道坎。

与王昌昌扯上关系的，只
有妻子改嫁后生下的儿子

然而，这份欣喜只持续了“7公里”，刚抵达
烈士王昌昌的家乡，就得到一个不愿意听到的
消息，该村是有王昌昌这个人，但是当兵牺牲
了，妻子已经改嫁，没有后代。村里老人们对王
昌昌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没有留下后代
也没有亲戚，他当兵走后再也没有回来，随后妻
子也改嫁了，生有一个儿子。在村支书的引领
下，我们见到了唯一能与王昌昌扯上关系的“儿
子”家，但是他今年才40多岁，对于王昌昌的事
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虽然知道有这个人，但是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

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郑州的
解放，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才让郑州的发
展有了起点。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流
逝，为郑州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的面容，
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地变得模糊。

为了让那段历史更加清晰，为了永
远铭记他们的功勋，我们踏上了寻访之
路，虽然寻访之路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但
我们会用尽全力搜集他们的信息。

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从
10 月 4 日出发赶赴山西的那一刻起，困
难就接踵而来。采访组三人从郑州出发
时，太阳还暖暖地挂在天上，当长途汽车
开进山西晋城境内时，我们中的一人还
身穿 T 恤，由于我们对太行山区温差认
识不够，当天晚上就大吃了苦头。站在

大山里，三人被冻得瑟瑟发抖。
山西陵川平地少，山多，即使有平地，

也是巴掌那么大一块地方，所以在陵川的
地图上，看到许多村庄的名字中都有一个

“掌”字。这样的地形显然不利于交通出
行，我们寻访的村子都没有公交出行，为
了加快寻访进度，我们只好在陵川县城花
了260元钱租了一辆车。虽然司机是当
地人，但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面前，也弄不
清头绪，车见人就停，停车就问。

山里人的方言很重，他们说话我们
几乎无法听懂，采访变得异常的艰难，幸
好司机师傅说的话，我们还能听懂一些，
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翻译。

10月6日去寻访的是秦家庄乡侯家
庄，从地图上看，离公路不远，从当地人

口中得知，那条公路上有城乡公交车运
行。但当我们下了公交车，才发现侯家庄
离公路还有5公里山路，而此时我们每人
身上还都背有三四十斤的行李，最后三人
累得几乎是一步一挪返回到公路上的。

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在寻
访中，我们虽然经历着种种挫折和困难，
但让我们更加沮丧的事情是，因为时间的
久远，烈士村庄上的人们也渐渐地淡忘了
他们，甚至一些烈士在村民的记忆里没有
了一丝的踪影。比如杨金明，比如侯发
印，比如王昌昌，村上几乎没有人能记起
他们的面容，也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关于他
们的事情。即便是有些故事的烈士，比如
张勤明，比如张昌旦，也只有村里75岁以
上的极少几位老人能够记起。

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采访，我们越
发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不敢
想像，如果我们不加紧整理关于烈士的
这些仅存记忆，再过几年，现在75岁的老
人也会相继离世，到那时我们即使付出
比现在上百倍的努力，也找不到烈士的
事迹让我们缅怀了。

经过三天的努力寻访，陵川的采访
已接近尾声，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寻访
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但我们在下一站壶
关的采访中，会更加努力地去搜集、整
理、记录，寻访为郑州解放做出重大贡献
的烈士们的事迹，让遗憾减少到最少。

我们努力，是为了不给自己的寻访留
下遗憾，我们寻访，是为了永恒的记忆。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刘涛

两位侯发印，正被后人渐渐遗忘
烈士家乡人说：你们的寻访活动太有意义了，如果再等几年，整理这段历史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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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姓名：侯发印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4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潞城镇侯家掌村
所在部队：老二团
牺牲时间：1948年10月
牺牲地：郑州老鸦陈
现在家人情况：2个侄子
讲述人：侯发印的侄子侯满锁

烈士姓名：侯发印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4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秦家庄乡侯家庄村
所在部队：15军44师130团10连
牺牲地：郑州
牺牲时间：1948年10月
现在家人情况：无
讲述人：山西省陵川县秦家庄乡侯家

庄村村民侯正

在山西省陵川县民政局，我
们意外地发现在解放郑州战役
中，竟有两名陵川籍侯发印献出
了生命。但在寻找两位侯发印家
人时，都费了些周折，当地村人包
括家属对他们的记忆已经渐渐模
糊，还有一些人遗憾地认为，应该
早些来寻访烈士，如果再过两年，
寻访起来将会更加的困难。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刘涛

陵川县民政局内意
外发现两位侯发印烈士

10 月 4 日下午，还在国庆假期中，山西
省陵川县民政局内冷冷清清，只有办公室工
作人员李健在值班，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
他热情地为我们拿出一本《陵川县民政志》。

在烈士表彰一章中，我们看到有长达30
多页的解放战争牺牲烈士名单。潞城镇侯
家掌村籍烈士侯发印的资料首先进入我们
的视线。资料显示：侯发印，1924年出生，老
二团战士，1948年牺牲于郑州老鸦陈。

再往后翻了几页，又一名“侯发印”跳入
我们的眼帘。这名侯发印烈士的出生地位
于山西省陵川县城西北方向的秦家庄乡侯
家庄村。同样也是 1924 年出生，1948 年牺
牲于郑州，但他牺牲前在 15 军 44 师 130 团
10连服役。

看到两位“侯发印”烈士后，我们在心里
犯起了嘀咕，一个县怎么有两位“侯发印”烈
士，资料会不会有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
讨论了半天，准备对这两位“侯发印”烈士进
行重点寻访。

为寻访烈士，我们在陵川县城满大街寻
找，终于在一个小书屋内买到一张山西省的
地图册，但在陵川县那一页，12 位烈士所出
生的村庄却大部分找不到。

陵川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李健说，陵川县
大部分是山区，这些村庄多在深山里，交通很
不便利，绝大多数没有通公交车，在地图上没
有标注很正常。你们采访只有租车前往了。

虽然我们所租车辆的司机是陵川县当
地人，但找到潞城镇侯家掌村，仍然是一路
走一路问。侯家掌村与潞城镇镇政府所在
地的距离不算远，但这里却算得上偏僻。潞
城镇政府位于一座山的半坡，所在地的规模
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侯家掌村就在附近
的一个山坳里。

侯家掌村里人对“侯发印”这个名字早
已陌生，问了多个 70多岁的老人，我们才找

到侯发印的侄子侯满锁的家。
侯满锁今年 60 岁，他还有个 57 岁的弟

弟。他介绍说：“侯发印是我的伯父，我的父
亲排行老三，还有个二伯父，但目前父亲兄
弟三人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的到访也引来了许多村民，虽然中
间有多位70岁左右的老人，但对侯发印也已
经没有多少印象。侯满锁说：“我对伯父的
了解也很少，只知道他牺牲在了郑州。解放
后，父亲和二伯父曾到郑州寻找过大伯父侯
发印的遗骨，但最终也没找到。”

但令家人欣慰的是，虽然遗骨没有找
到，村里对伯父侯发印仍然开了隆重的追悼
会。侯满锁说：“我那时候还很小，但记忆中
全村的人几乎都到场对伯父进行了吊唁,并
把父亲从郑州挖来的一些土进行下葬，立了
墓碑。”

秦家庄乡侯家庄也坐落在一个深深的山
坳里，房屋大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建
筑，据村民讲，村口的那座大院已经有三四百
年的历史了。

虽然侯家庄有许多老建筑，村子也不大，
不到 400口人，但村民对 60年前牺牲的侯发
印已经没有了印象。我们到访后，几位70岁
左右的老人开始热烈讨论起谁家最有可能是
侯发印的后人，最终锁定在了侯正身上。

侯正说：“据我掌握的情况，我们村上
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牺牲了 5 位烈士，其中
姓侯的有 4 位，另外一位姓焦。但 4 位侯姓

烈士牺牲地点都不在郑州，我的爷爷也是
那个时期牺牲的，但牺牲地点是在广州。
但也不排除你们所说的这位侯发印烈士，
当时家里就已经没有了近亲属，慢慢地就
被人遗忘了。”

侯正还说：“你们所做的这项寻访活动
意义太大了，对于解放战争那段历史，现在
只有 70 岁以上的老人才有印象，随着这批
老人不断地去世，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就会
越来越模糊，应该尽快寻访这批老人，整理
出来，再等几年，再想整理这段历史就会更
加的困难。”

陵川县潞城镇，一个小小的山区城镇走出了
3名在郑州解放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王昌昌就是
其中一名。尽管本报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
觅至王昌昌的家乡潞城镇西要山村，并能够确定
村内有这样一名参军战士，但最终只找到了他妻
子改嫁后生的儿子。

晚报记者 刘涛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烈士姓名：王昌昌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29年
出生地：山西省陵川县潞城镇西要山村
所在部队：老2团3营通讯员
牺牲时间：1948年
牺牲地：郑州
家庭情况：无直系亲属
讲述人：西要山村老人

侯家庄侯发印，村里人对他已经没有了印象

侯满锁给记者拿出父亲的照片,他说父亲和侯发印长得很像。晚报记者 白韬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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