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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一些人会为“意外”而改变
人生轨迹，邹延林和邹春霞就是其中
的两位。因为杨子荣，女儿放弃公务
员身份改行做了记者，父亲放弃舒适
的退休生活四处奔走。

采访这对父女，记者问了他们同
样的问题：是什么让你们不计得失、不
畏艰难、无怨无悔地执着挖掘和传播
英雄杨子荣精神？他们的答案是一致
的：铭记历史，崇尚英雄。

邹延林说：“没有革命先烈的前仆
后继，哪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很多英
雄早已长眠地下，人们却不知道他们
的名字，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
邹春霞说：“用手中的笔记录正在消失
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是我乐于做的
事情。”正是这种纯洁朴素的英雄情
结，让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知疲
惫，一往无前。而他们所收获的幸福
和成就，是一般人无法体味的。

王学俭、高心意、王希良……这些
当年与杨子荣、高波烈士一起战斗的
战友几乎被人们遗忘，而通过邹延林
父女的努力，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被搬
上了荧屏、印成了铅字；《林海雪原》作
者曲波的老伴刘波，杨子荣烈士的养
子杨克武，高波烈士的侄子高春堂，孙
大德的儿子孙长生……这些英雄的亲
属本没有任何来往，但通过这对父女
架起的桥梁，他们如今成了“一家人”。

真实的历史不会湮没在时间长河
中。邹延林说，他要做的就是还原更
多的历史真相，让人们对这段历史和
英雄本身有更加准确的认识，让英烈
机智勇敢、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精神
激励后人。对于个别媒体上关于“杨
子荣”的杜撰报道，邹延林敢于较真纠
正；对一些影视剧中关于杨子荣及其
战友故事的过分虚构，邹延林经常直
言不讳。他们用行动告诉当下的我
们，要永远铭记那些为捍卫国家统一、
维护民族尊严、抵御外敌入侵而牺牲
的英烈，永远尊敬和怀念那些为了国
家和民族的利益血洒疆场的英灵。要
用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用真理的力
量呵护英雄，让更多人从英雄身上汲
取精神营养，让英雄的光辉形象走进
每个人心中，激励每个人前行，营造弘
扬英雄精神的强大磁场，捍卫英雄的
社会文化生态。

铭
记
历
史

崇
尚
英
雄

■
乔
振
友

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一本书《林海雪原》、一部戏《智取威虎山》风靡祖国大江南北，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走进了亿万
国人心中。然而，在小说里，在舞台上，杨子荣缔造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有多少是源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中的杨子荣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他的战友在林海雪原创造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辉煌战绩？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2004年开始，退役军人邹延林及其女儿邹春霞踏上了漫漫寻访路。16年来，他们行程数十万公
里，遍访了几乎所有健在的杨子荣生前战友及相关亲友，挖掘、收集、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史资料，向世人还原了一个真实
的杨子荣。

林 海 雪 原 寻 梦 人
■高卫国 刘 港 本报记者 乔振友

邹延林出生于黑龙江省海林县（今
海林市），这里是侦察英雄杨子荣战斗
和牺牲的地方。从小就听老人们讲剿
匪的故事，杨子荣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大
英雄。

1969年，珍宝岛的炮火激起了邹延
林的报国情怀，他参军入伍，走上前
线。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1973年，邹
延林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海林。那个年
代，人们对戏曲舞台上的杨子荣耳熟能
详，而对现实生活中的英雄生平与身
世知之甚少。经历战火洗礼的他对英
雄的崇尚之情愈加深刻，他一边工作，
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有关杨子荣的

史料。
邹延林的杨子荣情结，对女儿邹春

霞影响同样深远。她和父亲一样，是听
着杨子荣故事长大的，不同的是，给她
讲故事的是自己的父亲。

2003年的一天，时任海林市委宣传
部新闻干事的邹春霞，接到杨子荣的出
生地、山东省烟台市烟台日报记者韩文
友的电话，请求她配合查找杨子荣相关
资料。于是她找到了知晓杨子荣身世
的原海林市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调查
采访杨子荣在海林牺牲的一些细节。
很快，系列报道在烟台日报刊发，引起
了不小的反响。

邹春霞掌握了杨子荣在海林战斗的
资料，但关于杨子荣出生到参军的经历，
她和父亲一样并不十分清楚。于是，
2003年12月，她再次奔赴山东烟台市牟
平区展开采访。不久后，关于杨子荣身
世之谜的报道陆续见报。

2004年，邹春霞再次到山东牟平采
访杨子荣事迹，就住在杨子荣养子杨克
武家中半个多月，先后寻访到杨子荣身
前的老战友、亲属和童年玩伴等 10余
人。她的执着，也引起当地媒体的关
注，烟台日报硬是把她从海林挖到烟
台，成为报社一名专职记者，继续挖掘
杨子荣的英雄故事。

A 缘起：英雄情结难以割舍

采访报道杨子荣事迹，让邹春霞的
英雄情结愈加浓郁，同时也让邹延林产
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杨子荣及其所
属部队在林海雪原的战斗历史完整呈
现给世人。

2004年春天，退休命令下达的第二
天，邹延林就迫不及待地踏上南下胶东
的列车。退休前，经多方打听，加之从
女儿那里得到的资料，邹延林陆续了解
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杨子荣
是山东烟台牟平人。关会元曾于 1974
年带着刚发现的杨子荣照片前往牟平，
让其哥哥、嫂子辨认，最终确认照片上
的人就是他们的弟弟杨宗贵。

有关杨子荣的很多谜团解开了，邹
延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当
年杨子荣是如何入伍的？入伍后、剿匪
前又有哪些经历？他想弄明白的线索
越来越多。胶东、莱西、丹东、榆树、五
常……这些杨子荣行军、生活过的地
方，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路线图。

千里寻英雄，盼知生平事。邹延林刚
踏上山东的土地，就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
意，2004年3月17日，《青岛早报》以《千里
来寻“杨子荣”》为题，对邹延林到山东寻
访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同时在报纸上刊登
邹延林寻找杨子荣生前战友的启事。

这次胶东之行，改变了邹延林后半
生的人生轨迹。刚刚回到海林，他便收
到了《青岛早报》转来的消息，先后有多
位杨子荣生前战友想联系他。

纪志良（离开海林后，曾于 1954年
在浙东指挥鱼雷艇部队击沉国民党“太
平”号护卫舰）、赵子光（曾与杨子荣在英
模会上合影，在解放天津战役中带领战
士插入敌司令部，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
长捷）、高际隆（曾任曲波警卫员，离开海

林后曾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参谋长）……
一下找到了这么多杨子荣的生前战

友，让邹延林喜出望外。他开始意识到，
杨子荣已经不是单一个体，而是一种精
神，维系着一种跨越时代的价值。接下
来的10余年，邹延林开始了漫漫寻访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子荣的形象
是模糊的，在世人眼中，他的模样就是
电影演员王润身，就是样板戏里的童祥
苓，直到 1974年杨子荣的真实照片被
发现。烈士生前是否还有其他照片？
经过多年的寻访，邹延林终于找到了第
二张杨子荣的照片。

在《林海雪原》的扉页上，作者曲波
曾深情地写下：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
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而在这
张新发现的照片上，杨子荣和高波一同
现身（右图）。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照的？照片上的
人是否还有人健在？拿到照片后，邹延林
再次开始了人海中的找寻。经考证，照片
拍摄于1946年10月1日，是牡丹江军区
二团战斗英模大会的纪念照。

在烈士高波的侄子高春堂家里，邹
延林获悉照片中的一个人物王学俭仍健
在。而当年确认杨子荣身世的那张关键
照片也是由王学俭提供给曲波的。邹延
林立刻奔赴大连寻找王学俭。王老时年
85岁，二人相见恨晚，很快成了忘年交。
此后他们一起合作，发现、考证了许多关
于杨子荣的事迹线索。

王学俭对邹延林说，当年还有一位
记者采访过英雄杨子荣，而在这张新发
现的照片里也有他，就是前排右
数第一人，名叫王希良。当
年他们同杨子荣、高波

等合完影后，彼此就分开了，至今已有
60多年断了音讯，许多老领导和老战友
也在寻找王希良。

邹延林在海林市党史办的帮助下，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北京等地寻访王
希良。终于在2012年5月，在北京航天
工业部老干部处打听到了消息：时年88
岁的王希良现居成都，离休前曾任航空
工业部某研究所党委书记。邹延林立
刻会同王学俭乘飞机赶往成都。

当年，王希良作为牡丹江军区《建
军报》的战地记者，曾多次采访过杨子
荣。同样是剿匪作战亲历者，王希良用

“胆大心细，勇敢认真，机智灵敏”12字
描绘了杨子荣。

其实最初的寻找，对邹延林说十分
艰难。由于自己是民间人士，很多人起
初对他并不信任，而他凭着自己的坚韧、
执着和真诚，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2011年冬，他从海林出发只身前往
烟台观水镇，寻找当年杨子荣所在连队
的班长刘延普。可刚到烟台，就遇上了
罕见的暴风雪，汽车停运，只好放弃坐
车改为步行。到观水镇的十几公里路
程，他硬是一步步走过去的。到达观水
镇，见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刘延普时，邹
延林早成了“雪人”。已经 90多岁的刘
延普被邹延林的执着精神深深感动。
那天，他们促膝长谈，讲起了当年杨子
荣在杏树村持信劝降等经典战斗的详
细经过，邹延林如获至宝，并一一记录
了下来。

B 圆梦：关山万里苦苦追寻

在邹延林家中，和英雄杨子荣有
关的书籍、剪报、照片挤满了书柜。15
本影集、25盒采访录音带、13个笔记
本记录着他曾探访过的老英雄。一个
个剪贴本贴满了他和女儿采写发表的
关于杨子荣的报道，足有百余篇。这
都是邹延林眼里的无价之宝。

2017年，海林市举行纪念杨子荣
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邹延林协助市
委邀请了数十位杨子荣生前的战友及
亲属来到海林，重走英雄剿匪路。借此
机会，他把这些英雄及其后代组成了一
个微信群，取名“林海雪原寻梦人”。

岁月无情，人间有爱。随着时间
的消磨，杨子荣的战友们相继离世，而
只要邹延林得知哪位老英雄病重或去
世的消息，无论在哪，他都会前往看
望、送别。16年来，他先后送别 14位
老英雄，英雄的家人都把他当成自己
的亲人。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传承。邹
延林一边搜集关于杨子荣的史料，一
边宣讲杨子荣精神。他先后5次到中
部战区某部“杨子荣侦察连”，为官兵讲
述杨子荣的英雄故事，他还带着连长
等6名官兵，到牟平杨子荣纪念馆和海
林杨子荣烈士陵园参观见学。如今，
他不仅是牡丹江军分区的军史顾问，
还被聘为“杨子荣侦察连”荣誉指导员。

在邹延林家里，珍藏着一个泛黄的
花名册，10余年前，这份记录杨子荣战
友的名单上，健在的还有 40多人，如
今，却已有近半数离世。他记不清自己
到杨克武家里住过多少次，记不清在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老伴刘波家里
吃了多少顿饭，只有那数百张机票、船
票和火车票，记录了他的足迹。这些年
寻访，仅路费就花去了20余万元。

邹延林在政府机关退休，几个孩
子都有很好的工作，但为了梦想，邹延
林几乎把自己的积蓄花光。有人说他
放着天伦之乐不享瞎折腾，邹延林说：

“物质生活上的享受是少了，但我收获
了精神上的无尽财富。”

邹延林成了研究杨子荣的专家，
许多关于杨子荣的影视剧，拍摄时都

请他核实史实。2014年，他受邀参加
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拍摄，
该片所采用的很多历史图片与资料都
是他提供的。2019年10月，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大型文化节目《故
事里的中国》讲述《林海雪原》和《智取
威虎山》的故事，邹延林再次被邀请到
录制现场，与杨子荣的战友一起，讲述

“孤胆英雄”杨子荣的传奇人生。
执着挖掘并宣扬杨子荣精神，成

为贯穿邹延林和邹春霞父女一生的工
作。邹春霞说：“我们没有什么高大上
的想法，只是我们来自林海雪原，不能
忘了曾牺牲在那里的英雄，烈士远去，
但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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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俭（后
排右 1）、王希良
（前排右 1）与杨
子 荣（后 排 左
3）、高 波（前 排
右 4）等 牡 丹 江
军区二团十一位
战 斗 英 雄 合 影
（1946.10.1）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