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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姓名：郭须则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24年
出生地：山西省壶关县晋庄乡

固店村
所在部队：15军44师132团1

连战士
战斗牺牲地：郑州老鸦陈
牺牲时间：1948年
现在家人情况：两个弟弟及弟

媳、大嫂、侄子侄女
讲述人：烈士的大嫂杨碧青、

烈士的三弟媳马爱翠

郭须则烈士家住山西省壶
关县晋庄乡固店村，兄弟四人，
排行老二。解放前，家里生活困
难，兄弟四人只好四处讨生活，
其中郭须则和大哥都参了军，参
加了解放战争。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刘涛/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一个村庄两人郑州牺
牲，其中一人已无迹可寻

10月 7日，我们在壶关县民政局查找
资料时，发现在晋庄乡固店村有两位烈士，
一名叫郭须则，另外一名叫张灵则，所以当
天就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直接去固店村
探访。

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张灵则出生
于 1929 年，是 15 军 132 团 3 连战士，1947
年 2月参军，1951年在郑州大分村因公牺
牲。从资料看，张灵则虽然不是解放郑州
时牺牲的，但牺牲地点是在郑州。根据我
们原来采访的情况来看，资料有时也不太
准确，牺牲时间出现误差也是很正常的，所
以我们还是准备对张灵则的家人进行探
访。

在村支部书记家里获知，晋庄乡固店
村以郭姓居民为最多。姓张的村民只有两
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当过兵，参加过抗日
战争。对于这个消息，我们着实兴奋了一
阵子。

但当我们找到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
老军人家时，感觉很多情况都不符合。这
位老军人的孙子说，爷爷是从河南林州迁
到这里的，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
时，参加过解放太原的战斗，但没有在郑州
打过仗，并且后来退伍回到了固店村的家
里。

另一位张姓居民是我们在固店村的大
街上碰到的，我们问路时恰好问到了他。
他说，我今年已经 45岁，没有听说家人在
解放战争时牺牲。

两家张姓村民被排除后，我们又打听
了好一阵子，仍然没有头绪。村民说，原来
从固店村还迁到外地两家张姓村民，不知
道是不是，另外，在固店村张姓的多为单门
独户，后代没有延续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可
能。

张灵则烈士的老家及后人没有找到，
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但此后不久，沮丧
的感觉就已经消失了，寻找郭须则家人很
是顺利。

固店村位于从壶关到晋庄乡的公路旁，交
通也很方便，建筑多是青色的砖瓦房，村庄中
间的学校是一栋两层楼房，看样子，村民的生
活还不错。

当我们问到郭须则的家时，村民们说，住
窑洞的村民已经不多了，郭须则的三弟一家还
住着，你到前边再问问，说住窑洞的那家，很容
易找到。

在村民的指引下，郭须则三弟富根家很快

就到了，远远地我们就看到门口有一位80多岁
的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村民说，那位就是郭须
则的三弟富根，但他现在脑子已经迟钝了，耳朵
也不好使，估计从他那里也问不出什么东西。

进入院子，郭富根家共有四孔窑洞。郭须
则的大嫂杨碧青说，郭须则共有兄弟四人，老
大扎根，老二就是郭须则，小名叫须根，老三富
根，老四富源。这四孔窑洞是祖上留下来的，
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说起解放前家里的往事，郭须则的三
弟媳马爱翠还记得一些。她说，在解放
前，她们住的这个院落就是这个样子，郭
须根的父亲早早去了世，撇下母亲带着弟
兄四人生活。

当时家里生活过得异常艰难，常常是吃了
早饭，不知道午饭在哪里。这个家已经无法养
活兄弟四人。这时母亲做出一项决定，让老大
扎根跟着一位表舅去外地讨生活。老大走时
只有十七八岁，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盘缠，也没
有干粮可以带。

马爱翠说：“大哥扎根走的时间是正月十
八，村里刚祭过祖，他就把供桌上插香的一碗
小米揣到了怀里，当做了盘缠。”

老大扎根到外地什么活都干过，后来在解
放战争期间，在陕西宝鸡参了军。陕西解放
后，扎根退了伍，又到了四川的南平谋生，认识
了妻子杨碧青。

老大扎根走后，家里生活依然艰难，在一
次征兵时，母亲又让须根参了军，认为无论如
何在部队还能填饱肚子，自此以后，须根就一
去不复返，没有了音信。

刘生则今年 70岁，祖辈和郭须则的家就
是邻居，也有点亲戚关系，小的时候还在郭须
则家住过两三年的时间，对郭须则还有点印
象。他说郭须则是中等个，脸面比较俊俏。性
格上属于那种不爱说话的一类。参军后两三
年时间后，村里人都知道郭须则在解放战争时
牺牲了，但牺牲在什么地方，村里包括郭须则
的家人都不清楚，当时有人说是在淮海战役时

牺牲的。由于无法查证，如果不是你们来采
访，我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郭须则牺牲在什么
地方。

郭须则的三弟媳马爱翠说：“改革开放后，
家里条件改善了一些，我的婆婆就开始思念起两
个儿子来，整天嘀咕，为什么老大和老二还都不
回来，每年春节吃团圆饭时，婆婆也总不忘给
两个儿子留两个凳子，在桌上多放两双筷子。”

郭须则的大嫂杨碧青说，如果二弟郭须则
活着，应该有 84 岁了，很可能也是子孙满堂
了。从目前来看，这个大家庭规模不小。

杨碧青说：“我们家扎根是老大，到四川后
认识了我，很快就结了婚，当时我就十七八的
样子，那时扎根二十八九，我们在四川生活了
多年，但扎根一直想回到家乡。1977年，我们
终于如愿以偿地带着4个儿子一个姑娘，回到
了固店，刚开始没有住处，也在祖传的窑洞里
住，住了有四五年的光景，就又到别处开了两
孔窑。算是正式安顿下来。如今几个孩子都

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郭富根是老三，比郭须则小两岁，他们一

家没有离开过祖窑，退休前是壶关县农机厂的
工人。他和马爱翠也生有 5个子女。但由于
在内蒙包头工作的老四富源没有子女，郭富根
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就过继给了老四富源。其
他子女都在外地靠打工生活。而家里的土地
耕种要靠今年已经75岁的马爱翠打理。

马爱翠说：“由于老四富源年龄也大了，自
从婆婆去世后，就再也没有来过。现在只靠书
信偶尔联系一下。”

家庭贫困，兄弟两人先后参军

如今，郭须则一家在固店村仍然是大家庭

记者在向郭须则的邻居了解烈士生前事迹。

虽经多方查找，但郭须则的同村战友张
灵则的亲人却始终未能探访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