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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老家来人了。”

时隔半个多世纪，长眠于晋冀鲁豫烈

士陵园的抗日英烈苏精诚，终于等来了他

的亲人。

2021 年 清 明 节 前 夕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中央网信办发起“为烈士寻亲”网络活

动，向社会公布了包括苏精诚在内的 100

名长期无亲属祭扫的烈士信息，发动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助力烈士寻亲。

苏精诚，福建漳州人，1933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1 年 1 月 27 日，在山西省武

乡县韩壁村与日军激战时光荣牺牲，年仅

26 岁。

苏 精 诚 是“ 幸 运 ”的 —— 时 隔 80 余

年，终于英魂归故乡。这是众多烈士“回

家”故事中较为顺利的一个。

犹记得，一名抗战烈士的墓志铭：“少

年努力修学，中年服务国家，未达于枪林

弹雨之中马革裹尸之素志而死，作异乡孤

魂，难怪乎其死后不瞑目。”寒风篝火月

下，梦里几人回家。葬在异乡的他们，更

多因为战乱和岁月，失去了姓名，再也找

不到回家的路，只留下亲人半世寻找，一

生牵挂。

“我不怕死，怕的是我走后没有人再

记得他们。”这是幸存老兵的内心独白。

每一个名字背后，是终止于战场的鲜活生

命。我们担心，当老人们逐渐凋零，散落

在民间的烈士名字所承载的记忆会慢慢

褪去。

“铭记”项目组虔诚地跋涉在他们倒

下的地方，以及长出了荒草的战场，小心

翼翼地触碰他们的英魂，为他们寻找可能

依旧在等待的亲人。一路上，寻找到的每

一条线索、核对过的每一组数字、抗战老

兵的每一次回忆都让他们感到，越是走进

历史深处，越是发觉历史的沉重。

触摸牺牲的数字，叩问滚烫的心灵，

我们心中的愿望愈发强烈——让烈士有

名、让魂归故土，无论前路如何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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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你寻找你的名字的名字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今年 7月 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5周年纪念日。85年前，侵略者的枪声撕碎了“卢沟晓月”的静谧，无数中华儿女捐躯赴国
难。当繁华淹没了历史，当岁月荡涤了记忆，我们不曾忘记，无数烈士的血肉之躯化作无名的墓、无字的碑。

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抗战烈士留名。2017年起，一个名叫“铭记”项目组的志愿者团队，辗转全国 30多座城市，拜谒多
家烈士陵园，走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查阅资料……他们用脚步丈量历史，只为完成一个心愿——帮抗战烈士留下姓名。

做“铭记”项目的意义是什么？聂

桃深有感触地说：“‘铭记’项目不仅做

给烈士，更是做给活着的人。”

在参加“铭记”项目前，志愿者聂桃

接触过很多老兵，“和老兵对话就是和

历史对话，通过他们可以触摸到更真实

的历史。”有一名志愿者曾和聂桃分享

过一个故事，让聂桃很是动容。一次，

志愿者去看望一位抗战老兵。老兵因

为年事已高，记性不好，担心自己忘记

牺牲战友的名字，就把 4 名战友的名字

记在本子上。“我怕自己忘了，就再也没

人记得他们。”

2020 年，“铭记”项目人手短缺，王

伟等人软磨硬泡把聂桃拉了过来，让她

帮忙做运营方面的工作。聂桃一开始

拒绝，她更喜欢和真实的“历史”打交

道。王伟劝她：“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

好事。”

去年，名录编订完成后，项目组在

湖北武汉组织了一场线下宣讲活动，聂

桃这才真正明白王伟那句话的含义。

活动结束后，现场一名烈士后代杨明昌

专门找到聂桃等人说，自己的爷爷杨克

庆 1945 年 4 月牺牲在山东日照，烈士证

明上关于爷爷的职务只有“十二团，队

长”这 5个字，家人一直想打听爷爷所在

部队的具体番号，并为此走访过很多地

方，一直没有收获。根据牺牲的时间和

地点，裴源在名录中进行查询，很快找

到杨克庆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八路军

山东军区鲁中军区第 4军分区第 12团。

“这件事让我很受触动，也让我真

正理解‘铭记’活动的意义。”聂桃告诉

记者，另一个打动她的，是一名中学生

的故事。

今年年初，聂桃发现，和她在网络

上相识几年的一名志愿者竟然是初中

生，“我一直以为他最起码是大学生。”

每天晚上放学回家，中学生万诗泽

总会第一时间打开一个名叫“铭记‘云

纪念墙’”的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擦

亮”烈士的名字。

万诗泽关注“铭记”项目组已有 2

年有余，虽然年龄不大，但他总是利用

课余时间关心老兵，做些公益活动。“光

荣属于逝去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

和传承。我希望有更多人关心关爱抗

战老兵群体。”万诗泽还建了一个微信

群，把身边的志愿者召集起来，大家每

天在群里接龙打卡，“擦亮”烈士名字。

抗战烈士名录整理好后，志愿者们

将这份名单数字化，在微信小程序上建

起“云纪念墙”，内有抗战烈士名录查询

系统、抗战历史实录、互联网虚拟祭奠

等板块。网友只要用指尖在屏幕上滑

动几下，就可拂去一座烈士墓碑上的落

尘，为烈士“献花”。

在陆云看来，整理一份抗战烈士名

单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比起实体

书，他更看重这面“云纪念墙”，“我想通

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我们的后代真

正了解那段历史，铭记他们的名字。”

“我怕自己忘了，就再也没人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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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王伟和裴源在“抗日战争纪念

网”资料室查找资料。

图②：杨克庆的烈士证明书。

图③：志愿者探访抗战老兵。

图④：项目组在高校组织宣讲活动。

图⑤：93岁的烈士子女朱萍翻看抗战

烈士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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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英雄，到底是在纪念什

么？”

不久前，“铭记”项目组启动“我为抗

战烈士名录写序”征文活动，邀请爱心网

友为同姓烈士名录写序。征集令发出

后，信笺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

来自山东的网友高歌，撰写了一篇

纪念高姓先烈的序：“英雄用燃烧的青

春和生命，抵挡了外敌的炮火、枪弹和

铁蹄。今天我们纪念英雄，不仅要为他

们留名、树碑立传，更要铭记英烈的遗

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

理想。”

“我们从幸存老兵口述历史中去打

捞碎片、拼凑还原，发现还有许多生命

被时代的洪流挟裹，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留下更多抗战烈士

的姓名和事迹。”项目发起人陆云，是一

名多年关注抗战老兵群体的志愿者。

在他的努力下，抗战烈士后代王伟、军

史战史爱好者裴源、热心公益的“90 后”

聂桃，以及几名大学生志愿者陆续加入

进来。

2017 年 ，“ 铭 记 ”公 益 项 目 正 式 启

动。等待他们的，是浩如烟海的历史资

料和灿若繁星的烈士英名。志愿者们

通过档案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历史文

献、网站等多渠道收集抗战烈士（含事

故、伤病去世）名单，走访南京、长沙、衡

阳、武汉、宁波等 30 多座城市，拜谒大

大小小 30 多个烈士陵园。历时 4 年，他

们搜集整理成一份抗战烈士名录。

“名录上记载的每一行，并非冰冷

的文字，而是一个个因重整破碎山河而

倒下的鲜活生命；书架上的名录，并非

冰冷的书册，而是一座为捍卫中华民族

而始终挺立的血肉长城。”去年清明节

前夕，这份带着沉甸甸心意的“祭奠”，

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抗战烈士名录编纂成书已经 1 年

有余，但对于“铭记”项目组的志愿者来

说，这趟铭记之行“征途犹未半”。

“我们的工作不是要确认抗战期间

牺牲烈士的精准数字，而是要尽可能发

掘整理出更多的烈士信息，铭记他们的

英名和事迹。”裴源告诉记者，名录完成

后，他把大量业余时间用于整理烈士事

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鲜为

人知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八路军在抗日战场

上 牺 牲 的 最 高 指 挥 员—— 左 权 将 军 。

其实除了左权，还有两位八路军将领在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他们是周建屏和宣

侠父。”裴源说。

周建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之一。1930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

立，周建屏任军长。1938年 6月 13日，周

建屏因旧伤复发病逝。他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仍不忘抗日救国，留下遗言：“你们

替我转告官兵和民众，要抗日到底……”

另一位是宣侠父。七七事变后，宣

侠父一直从事统战工作，同时在青年中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和组织工

作。1938 年 7 月 31 日，宣侠父被暗杀，

“连尸体都找不到。”

还有一条信息，让裴源深受触动。

名录中“县长”这个词出现了 142 次，意

味着至少有 142 位县长在抗战中为国

捐躯。在牺牲的 142 位县长中，有 130

位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

“敌后根据地敌情复杂、斗争艰巨，

干部经常面临流血牺牲。”抗战初期，河

北省蠡县连续有 3 任县长在任上牺牲，

一位刚刚调走的县长也牺牲在新任职

地。那时，当地有一句充满悲壮色彩的

话：“蠡县不收县长。”

1939 年 2 月，调任到曲周县抗日民

主政府任县长的原蠡县县长郭企之因

汉奸告密，在战斗中被俘。日军用铁

丝穿透其两只手腕，押解到县城的日

本宪兵队牢房。被押期间，郭企之坚

贞不屈，进行绝食斗争。组织上曾两次

营救未果。3 月 29 日，郭企之被活埋，

年仅 24 岁。

受篇幅限制，名录上记录着烈士的

姓名、职级、番号、年龄、籍贯、阵亡时

间、阵亡地点等 7 项信息，在电子版上

则添加了烈士的“牺牲概要”这一重要

信息。142 位县长的牺牲方式超出我们

的想象：除了郭企之被活埋外，还有跳

井自杀、饮弹自尽、绝食等。有一个词

语在“牺牲概要”中频现——不降。这

既概括了一位位县长的死因，也彰显着

他们的信仰。

“在看到县长们的事迹时，我脑海

中总是闪现出许多画面，最后定格为一

位老兵说过的话，‘有这样的好儿女，中

国亡不了。’”裴源说。

记者翻开名录，目之所及是大片大

片的空白。裴源告诉记者：“在这份抗

战烈士名录中，有这 7 项完整信息的烈

士，只有一二成。”

“有这样的好儿女，中国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