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本报郑州解放 60 周年大型纪念
报道中，寻找烈士松井实家人的消息，在国内
外激起强烈反响。昨日，记者获悉，日本华人
媒体《关西华文时报》已经参与寻访，专门选派
记者到日本京都府实地采访寻找这位为中国
革命牺牲的日本烈士亲人。

日方希望获得更多线索
对于日本方面而言，松井实的资料除了老

家在京都之外，其他线索几乎等于零。《关西
华文时报》的记者首先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
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
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
而，得到的消息令人沮丧——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
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

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
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
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获得
更多的线索，尤其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
有这一条线索，他们查找工作将会比较容易有
结果。

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提供可能查找路径
此外，《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还通过在神

户认识的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
的斋藤先生，走访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
者。斋藤先生认为，这部分归国者可能会对当
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在斋
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记者找到了
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但令
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对松井实这个名字有印

象。而热心的斋藤先生表示，他将会继续帮助
寻找。

该报记者还于同一日走访了大阪中国归
国者协会，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按照大阪
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
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该协会
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
本残留在中国的京都籍士兵，大多是通过京
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
时先后接回了 150 万滞留在中国的残军和平
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
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
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
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
的研究。

日方建议通过厚生省查找
10月12日，《关西华文时报》记者来到舞鹤

引扬纪念馆。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军人
情况记录，虽然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
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
原因等。但尽管记者花费数小时仔细查找，但最
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但该纪念馆副馆长
荒田直明表示，这份记录实际上是根据到港日本
人的回忆进行整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
性，也不够全面。因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
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荒木馆长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
找。目前，《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已经按照荒木先
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陈焱

清流村就在壶关县城西面的山坡上，距
县城中心也不足两公里。韩冬狗的侄子韩权
贵家就住在村庄最西头的半山坡。因离县城
较近，村民们的生活看上去很富裕。

韩权贵是韩冬狗二哥的大儿子，韩冬狗
离家参军时，他只有两岁，对于韩冬狗的事
情，也是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的。韩冬
狗弟兄四人，他排行老三。

对于叔叔韩冬狗，父亲曾给他讲过一
些，说韩冬狗离家参军时，结婚没有多长时
间，最多也就是半年，他和其他参军后牺
牲的勇士们一样，参军后就没有了信息。
大概是在 1949 年的时候，家里才知道三
叔韩冬狗牺牲了，不久后三叔的妻子就改
嫁到了不远的邻村，据说她现在和儿子一
起在长治市居住。

父亲还对韩权贵说过一件事情，让他
感到很自豪。父亲说，在三叔韩冬狗死后
两三年时间，和叔叔一起参军的长治的一
位战友说，韩冬狗牺牲于郑州北面的一个
村庄，当时战争打得很惨烈，在拼刺刀时，
韩冬狗刺死了两名敌人，最后被别人从背
后用刺刀刺中，不幸牺牲。可惜父亲没有
告诉自己三叔的这位战友的具体地址，现
在已无法联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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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在日华人媒体参与寻找松井实

朝着二爸离家方向，我祭奠了40多年
郭全根还有一个愿望：搜集二爸的事迹为他写传记，希望有老战士和他联系

烈士姓名：郭秋忠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5年
出生地点：山西省壶关县百尺镇赵村
参军时间：1944年9月
所在部队：2纵6旅
牺牲时间：1948年
牺牲地点：郑州
现在家人情况：四个侄子及家庭
讲述人：过继给他当儿子的侄子郭全

根、堂弟郭会来

赵村在百尺镇南面，从镇区出发到赵村，也不过10分钟的路程，但由于附近有煤矿，路上大货车不断地通过，尘土
飞扬，路边的树木和小草也被蒙上了一层尘土。郭秋忠烈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村庄，也许当时煤矿还没开采，空气或
许比现在要清新一些。郭秋忠参军时还没有成家，他牺牲后，大哥为了不让他没有后代，就把自己的三儿子郭全根过
继给了他，从很小的时候，郭全根就承担起了祭奠叔叔的责任，朝着二爸参军的方向，祭奠了40余年。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刘涛/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定好了结婚的日子，新郎却去参了军
还没有进赵村，就听到从村中传出的悠

扬的《百鸟朝凤》，披着鲜亮红布的几匹高头
大马，正在一座院落外悠闲地啃着地上已经
发黄的草。郭秋忠的堂弟郭会来正站在路边
看热闹。

郭会来说，我们这里还不富裕，结婚多数
是骑马去迎娶新娘，只有富裕的人家或新娘
家离得较远才会用车。

“秋忠哥，如果晚上十天半月去参军，也
应该骑着马把媳妇娶到家了，或许还能留下
个后代呢。”郭会来说。

郭会来是郭秋忠牺牲那年出生的，今年刚
好60岁。关于堂哥郭秋忠的事，他是听父母说
的。他的父亲说起来语气里充满了惋惜：“秋忠
在参军的前一年，与邻村的一位姑娘相了亲，姑
娘对秋忠还比较满意，参军前一个月，两家看好
了日子，准备让他们结婚。但此时，村里接到了
征兵的通知，秋忠很快就报了名。”

听说郭秋忠要去当兵，姑娘很不乐意，通
过介绍人来找过郭秋忠两次，让他对参军的
事再好好想想。家里人当时也很为难，劝他
再考虑考虑，甚至想让他弟弟替他参军。但
这些建议都被郭秋忠拒绝了。

郭秋忠最终还是离开了家乡，成了一名
解放军。郭会来说：“我父亲告诉我，在秋忠
哥离开家去部队的那天，那位姑娘还离得远

远地送了他一程。但秋忠参军后不久，姑娘
很快就嫁人了。”

“我朝着他离家的方向祭奠了40多年”
郭会来很快就把我们领进村中间的一座

院落，三间堂屋、两间西厢房，全是用青砖砌
起来的，房上的瓦呈灰黑色。郭会来说，郭秋
忠在参军前就出生、成长在这里。现在在这
里居住的是他的侄子郭全根，一出生就过继
给郭秋忠做了儿子。

“我的父亲弟兄四个，父亲是老大，秋忠
是我二爸，下面还有三爸春忠和小爸金忠。”
郭全根说，我是 1961年出生的，出生后不久，
家里就召开了家庭会议，并请来了村里的干
部和家族的族长，确定了把我过继给二爸秋
忠做儿子。

“二爸秋忠自从参军后就没有了消息，后
来从民政局知道他牺牲了，但牺牲在什么地
方不知道。在二爸刚去世的那几年里，我奶
奶整日里都在流泪，由于经常流泪，奶奶的眼
睛很快就不行了，身体也弱了很多。在我刚
记事时就去世了。”郭全根说，在我很小时，对
二爸就有着很深的概念，奶奶去世前，每年的
清明和农历的七月十五，奶奶都会领着我到
村口，朝着他参军离家的北方祭奠。奶奶去
世后，领着自己祭奠的换成了父亲，长大后，
他就自己来到村口祭奠。“47年过去了，每年

祭奠二爸两次，我一次都没有耽误过。”

“我想为二爸写篇传记”
“我给二爸做儿子，没有继承他的任何财

产，但我感到非常荣耀，二爸的烈士证存放在
我这里，我有责任和义务把二爸的烈士证传
给后代，让后人记住二爸的英雄事迹。”郭全
根说。

对于郭全根来说，他还有一个愿望，他的
二爸秋忠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事迹。作为
烈士的“儿子”，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如
何牺牲的，提起来就很惭愧。所以他现在正
在做一件事，搜集关于二叔的一切信息，准备
给二爸写一篇传记。

但让他苦恼的是，这个念头已经有两三
年时间了，但到目前仍然没有什么眉目。他
通过村里的老人，打听过他参军前的事情，但
现在村里 7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他
们对于二爸的印象也已经非常模糊，说不出
多少内容。

这几年，在农闲的时候，他还到附近村庄寻
找和二爸同一批参军的战友，那批参军的不少，
可和二爸同一个部队的并不多，搜集起二爸的
信息来，也异常困难。郭全根说：“如果有二爸
的战友还活着，看到报道后，希望能和我们联
系。这样我们就能把二爸的事迹整理出来，一
代一代传下去，也不枉做他儿子一回。”

牺牲前
他还打死两名敌人

烈士姓名：韩冬狗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5年
出生地点：山西省壶关县龙泉镇清流村
参军时间：1947年
所在部队：3纵9旅
牺牲时间：1948年
牺牲地点：郑州
家人现况：侄子、侄女及其家庭
讲述人：侄子韩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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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韩冬狗的侄子向记者讲述烈士生前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