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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1927 年 8 月 1 日，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据刘伯

承《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记载，南

昌起义参战人数约为 2.3 万人。

简 单 的 数 字 之 下 ，隐 藏 着 谁 的 名

字 和 故 事 ，又 吟 唱 着 怎 样 的 一 段 英 雄

壮歌？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研究馆员肖燕燕的心中，推动

她和同事们几十年来一直不断追寻八一

起义英雄的名字和故事。

以我们的方式，铭
刻他们的名字

南昌起义队伍中，走出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周恩来，走出了 6 位元帅、3 位大

将、4 位上将、7 位中将和 6 位少将，还走

出了许多文学、新闻、医学、教育及外交

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参加南昌起义的这些有名人士，大

家耳熟能详；而普通参加者的信息，却鲜

为人知。2 万余名起义参加者中，有众

多起义官兵，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为

志士、年轻学生和部分国际友人。

当年，他们或者在起义爆发时参加

过起义战斗，或者在起义部队南下过程

中加入起义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为革

命捐躯，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

时 间 也 许 磨 灭 了 英 烈 的 痕 迹 ，但

磨灭不了他们留下的光芒。每一位推

动历史前进的普通人，都应该被我们铭

记。

1987 年，肖燕燕来到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工作。那一年，正是南昌起义暨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老一辈陈列工作者，原本

计划展示南昌起义部队序列表及南昌

起 义 参 加 者 名 录 。 当 时 ，因 为 空 缺 太

多，序列表最终没有展出。纪念馆展出

的起义参加者名录，仅有 290 余人的信

息。

那 时 ，工 作 人 员 只 得 从 存 档 的 口

述 史 等 资 料 里 搜 寻 蛛 丝 马 迹 ，梳 理 起

义 参 加 者 出 生 、战 斗 、生 活 过 的 地

方 。 后 来 ，肖 燕 燕 和 同 事 们 向 相 关 县

市 的 党 史 办 等 单 位 发 函 ，请 求 协 助 查

找 相 关 信 息 。 用 这 样 一 些“ 笨 办 法 ”，

他 们 逐 渐 填 补 起 义 部 队 序 列 表 的 空

白内容。

199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

年之际，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首次展出

新征集到的 104 位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

简历。照片展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

时年 94 岁高龄的起义参加者徐先

兆，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纪念馆参观。看

到 自 己 当 年 的 老 照 片 ，徐 先 兆 老 泪 纵

横。参加南昌起义后，他随部队南下，几

经辗转后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教

育工作。

经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几代人的

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时，

起义参加者名录墙崭新亮相，大理石墙

面上，镌刻着 858 个名字；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0 周年时，名录墙上展示的名字

增加到 1042 人。

报考黄埔军校作文手稿、烈士批注

过的书籍、珍贵的拓片……2021 年，革

命烈士冷相佑的孙子冷言军等亲属，来

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家人珍藏的

烈士遗物捐赠给纪念馆。

得益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史料征

集成果不断扩大，到今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有名有姓的起义参

加者已增加到 1120 人。

“抚今追昔，我们不会忘记南昌起

义的参加者，不会忘记他们为了中国人

民幸福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要

以我们的方式，对他们的丰功伟绩给予

彰 扬 ，以 我 们 的 方 式 ，铭 刻 他 们 的 名

字。”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

说。

电子屏幕上，新增南昌起义参加者

名录的信息不断滚动播放，肖燕燕说：

“这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作为后人，我

们没有忘记他们。”

只要能再增加一
位英烈的姓名，再苦再
累都值得

为了寻找“打响第一枪的人”，30 多

年来，肖燕燕和团队的工作人员足迹遍

布大江南北。

史料征集和认定工作的难度之大，

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从乡村田间到大学

图书馆，从破旧茅屋到地方档案馆，他们

跋山涉水，只为印证某条模糊的线索；穿

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寻找某位可能知晓

线索的人。

那一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得到

线索——曾随贺龙部参加起义的唐子

奇、曾随叶挺部参加起义的彭猗兰两位

老人还健在。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激动！”肖

燕燕说。很多年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工作人员曾寻访过彭猗兰，并做过一

些采访，但后来中断了联系。2008年，时

任馆长吕娄带着肖燕燕等工作人员前往

北京，拜访唐子奇、彭猗兰两位百岁老

人。

“当时，彭猗兰老人声音洪亮，给我

们讲了南昌起义中女兵队参加战斗的许

多细节，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肖

燕燕说。

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考证工作十分

繁 杂 ，包 括 对 参 加 起 义 起 止 时 间 的 划

分、收入名录的标准，都要经过慎重的

研究讨论。有的人一生中会先后使用

两 个 名 字 ，也 有 的 人 甚 至 使 用 多 个 名

字……

多少个日日夜夜，肖燕燕和同事埋

头在文物库房，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

迹。那时，馆里还没有建成恒温恒湿的

文物库房。没有空调的库房里，冬冷夏

热，肖燕燕带着馆员整理相关资料，一干

就是一天。

在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回忆文章中，

工作人员发现，有位起义参加者的姓名

中带有“刘纯”二字，但始终未能明确姓

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直到有一天，刘纯

煜的家人从媒体上看到相关报道后，给

纪念馆寄来了相关资料、照片和有关人

士整理的回忆录，这才最终确认刘纯煜

的起义参加者身份。

“目前，我和陈列部的 10 名同事共

同寻找南昌起义参加者。一旦发现线

索，我们就分工合作，一边完成馆里的日

常布展工作，一边去寻查走访。”肖燕燕

说，“只要能在名录墙上再增加一位英烈

的姓名，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今 年 2 月 ，肖 燕 燕 得 知 ，有 一 位 名

叫 陶 植 柳 的 烈 士 可 能 参 加 过 南 昌 起

义。为了求证陶植柳的真实身份，6 月

14 日，她前往陶植柳的故乡——南昌市

进贤县。

在 进 贤 县 史 志 办 ，肖 燕 燕 翻 开 编

纂 于 1989 年 的《进 贤 县 志》，查 到 了 陶

植 柳 的 生 平 简 介 。 在《进 贤 县 烈 士 基

本情况一览表》里，明确记载着陶植柳

烈 士 参 加 过 南 昌 起 义 ，并 在 起 义 中 牺

牲。

肖 燕 燕 一 行 决 定 ，到 陶 植 柳 烈 士

老家去实地探访。在进贤县史志办的

协 助 下 ，他 们 来 到 三 阳 集 乡 大 岭 村 委

会 湖 头 村 。 经 过 寻 访 ，他 们 找 到 一 位

知 情 的 老 人 。 老 人 今 年 已 经 90 多 岁 ，

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头村的第一任党支

部书记。

“陶家后人还在，还有烈士证书。”

老 人 操 着 浓 重 的 方 言 说 。 当 天 下 午 ，

肖 燕 燕 找 到 了 陶 植 柳 的 孙 子 陶 表 凡 。

陶 表 凡 证 实 ，爷 爷 确 实 参 加 了 南 昌 起

义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被 追 认 为 革 命 烈

士。

更 让 肖 燕 燕 觉 得 不 虚 此 行 的 是 ，

这次他们了解到三阳集乡艾家村委会

下家村，还有一位名叫吴雷鸣的烈士，

也 参 加 过 南 昌 起 义 。 起 义 后 ，吴 雷 鸣

参加了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从 吴 雷 鸣 的 孙 子 吴 伟 庭 那 里 ，肖

燕 燕 得 知 他 们 这 一 脉 人 丁 兴 旺 ，孙 辈

有 6 子 1 女，生活美满幸福。肖燕燕动

情地说道：“吴雷鸣烈士在天之灵必能

安息。”

每 个 名 字 背 后 ，
都是一段弥足珍贵的
历史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弥足珍贵

的历史和感人肺腑的故事。”肖燕燕说，

“在考证名录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一次次

接受先辈们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

情怀的熏陶。”

看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征集

消 息 后 ，起 义 参 加 者 张 耀 南 的 孙 女 张

佳玉多方奔走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 军 93 周 年 之 际 ，南 昌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起义参加者名录电子屏幕上新增 21

位 参 加 南 昌 起 义 的 将 士 名 单 ，张 耀 南

名 列 其 中 。 听 闻 消 息 ，张 佳 玉 和 亲 人

们 赶 赴 南 昌 ，在 起 义 参 加 者 名 录 墙 前

失声痛哭。

“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

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

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在回忆

文章里，19 岁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彭猗

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已知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

“新中国第一批女兵”彭猗兰是最后一位

去世的老人。2010 年 6 月，彭猗兰逝世，

享年 102 岁。

经过细致调查研究，像彭猗兰这样

曾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共有 30 人左右，

她们在起义中承担宣传、救护等工作。

她们的名字，如今大都铭刻在南昌起义

参加者名录墙上。

纪念是为了传承，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

“今年，我们一共确认 54人进入南昌

八一起义参加者名录。这 54人中有 39位

湖南人，其中有苗族、土家族和白族等少

数民族烈士9名。他们大部分是跟随贺龙

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

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

际，肖燕燕团队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从 2021 年新确认 4 名起义参加者，

到今年有 54 名革命先烈“归队”，追寻之

路 越 走 越 宽 ，离 不 开 越 来 越 多 的 参 与

者。近年来，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党

史办的退休干部郑立等人，历经周折，自

费踏上寻访张家界籍南昌起义参加者之

路。这次，他们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提供了 35 名起义参加者的资料。

在配合南昌起义人物的研究过程

中，年轻馆员杨雪、周珊秀等，带着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潜心研究馆藏相关

资料，在凌乱无序的资料中寻找人物线

索。对各种途径搜集而来的起义参加者

信息，她们都进行了仔细筛查和归纳。

今年清明节刚过，馆员杨雪在办公

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一位年事

已高的老阿姨郭瑛自述，早年听长辈说

过，她的堂哥郭藩曾参加过南昌起义。

原来，郭瑛老人收看完央视国防军

事频道播出的清明特别节目《追寻“打响

第一枪的人”》后，和八一起义纪念馆联

系，想让亲人的名字也登上名录墙。

很快，馆员周珊秀从网上多方查找，

在中华英烈网查到郭藩烈士一些基本信

息。遗憾的是，当他们与吉水县史志档

案馆联系后，发现现有史料中均无明确

关于郭藩参加南昌起义的记载。

下一站，江西吉安。肖燕燕和同事

们计划，到郭藩烈士的家乡再实地进行

调研。

在数十年的追寻中，与时间赛跑的

紧迫感，一直如影随形。时间线不断拉

长，亲历者渐渐离去。“时不我待，我们做

的每一件搜集工作，都是抢救性的！”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借助互联网资源，组织了多次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单征集活动。肖燕燕

有个大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起义参

加者后代的联系方式，以及与地方史志

工作者交流的情况。整理录入电脑后，

肖燕燕经常盘点这数百条联系方式。

还有 2 年，肖燕燕就要退休了。“我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找到的这些线索尽

量得到确认，如果能补录上他们的名字，

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回家’和‘归队’，

是对英烈们最好的纪念。”肖燕燕说。

英烈垂千秋，精神励后人。南昌警

备区领导介绍，他们每年组织官兵到八

一起义纪念馆接受熏陶洗礼，让年轻一

代传承好红色基因。

追寻英烈们的名字，是为了更好地

纪念；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承，是

后人对先辈最好的缅怀。

如果您有相关线索，请与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联系！

联系人：肖燕燕

电话：0791-86626582

19970053067

邮箱：625996739@qq.com

●一场跨越95年的时空接力 ●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之旅

寻找“打响第一枪”的先辈们
■杨西河 张富华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仿佛推开了历史的一扇门，消散的

光阴迎面而来。

八一建军节前夕，古树掩映下，银

灰色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

动 。 在 纪 念 馆 二 楼 ，两 面 没 有 任 何 修

饰 的 大 理 石 墙 前 ，许 多 游 客 长 时 间 驻

足，仰望凝视。

这里，是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按照姓氏笔

画依次排列。

遥想 95 年前，多少颈系红领带、膀

扎白毛巾的热血志士，传递着“河山统

一”的口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向

起义战斗一线。

起义队伍中，有一位名叫夏香苹的

南昌本地女学生。1927 年 8 月，她和其

他学生干部代表一起，义无反顾地参加

到那场起义战斗中。

那时，少女夏香苹并没有意识到，她

投身其中的这场起义斗争，会成为中国

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她更没有想到，

70 年后，自己的名字会被铭刻在一面历

史的丰碑上。

名录墙前，一名小男孩细细找寻。

很快，他清澈而热切的目光与“夏香苹”

这个名字相遇：“太姑奶奶，我是您的小

太孙……”

几年前，南昌市珠市小学的 8 岁男

孩 章 子 逸 得 知 ，太 姑 奶 奶 的 名 字 刻 在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上。这份特殊

的 渊 源 ，促 使 章 子 逸 成 为 南 昌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 一 名 小 志 愿 讲 解 员 ，向 来 自

世界各地的观众讲述南昌起义英烈们

的故事。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面飘扬的旗，每

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起义参加者名录

电子屏幕上，新增了 54 个名字——

喻定孝，19 岁时和父亲喻清香一起

参加南昌起义，21 岁时和父亲在战斗中

一同牺牲；陶植柳，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

牺牲，时年 27 岁……

迄今为止，有名可考的起义参加者

才找到 1120 人，不到当年参加起义总人

数的二十分之一。名录上增加的每一个

名字，都凝聚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研

究馆员肖燕燕和同事们的心血。

近距离接触历史、回望历史，以自己的

方式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对话交流……95

年来，许多人因南昌起义紧紧联系在一起，

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接力。

1987 年 9 月，南昌起义 60 周年纪念

日刚过，从江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肖燕

燕进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

南昌市中山路 380 号，是八一起义

纪念馆所在地。这里，离肖燕燕从小长

大 的 地 方 很 近 ，坐 两 站 公 共 汽 车 就 能

到。儿时，肖燕燕经常和同学到八一广

场和起义纪念馆瞻仰参观。

23 岁的肖燕燕不曾想到，从建军 60

周年到建军 95 周年，自己整整 35 年的光

阴，会一直与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之旅

重合。

2 万余名南昌起义参加者中，有名

可考者为数不多，其余大部分都不知姓

名。留下名字的人中，许多人也生卒年

不详或找不到籍贯。铭记英雄，追寻名

录，成为八一起义纪念馆一代代工作人

员的神圣使命。

多 少 志 士 无 字 姓 ，英 名 化 作 万 千

松。1958 年，南昌起义 31 年后，陈毅回

到南昌。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张合

影照片前，他停下脚步。

静默站立许久后，陈毅缓缓念出了

照片上人的名字——周子昆、袁国平、叶

挺、陈毅、粟裕、李一氓、黄序周……

那是参加南昌起义部分同志后来在

抗战期间照的一张合影。陈毅嘱咐纪念

馆讲解员平慧珍和高若心，找来纸笔，亲

笔将合影上战友们的名字逐一记录下

来，留存档案。

95 年前，一批 90 后和 00 后青年，与

2 万余人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当年，

不满 20 岁的粟裕，也是从南昌起义开始

了自己的征战历程。此后，他从一名班

长成长为共和国大将。粟裕逝世后，他

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南昌八一大桥下。

95 年 后 ，新 时 代 的 90 后 女 操 舵 手

叶蕴韵和战友们，驾驶航母山东舰，驰

骋大洋，在战风斗浪中书写青春航迹；

00 后 空 军 飞 行 员 刘 艺 ，作 为 人 民 空 军

史 上 最 年 轻 的 三 代 机 战 斗 员 之 一 ，担

负 起 守 卫 祖 国 空 天 的 重 任 ；00 后 士 兵

马峰在全军海拔最高的驻兵点 5592 观

察 哨 ，和 战 友 们 用 年 轻 的 躯 体 屹 立 成

移动的界碑……

穿越世纪，不同时空的 90 后 00 后军

人，用青春热血担负起时代重任，接续奋

斗，传递着一支军队源源不断的胜战力

量。

2012 年夏天，一队佩戴着学员肩章

的年轻军人走上空军运输机。“上岗”第

一 天 ，他 们 就 乘 坐“ 钢 铁 鲲 鹏 ”飞 翔 千

里，兴奋和期待写在这些年轻军人的脸

上。

10 年过去，又一个毕业季，陆军步

兵学院新一届毕业学员打起背包，从英

雄 城 南 昌 出 发 ，奔 赴 大 江 南 北 座 座 军

营。

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我们的样

子，这是我们的青春，这是我们的故事。

你们的名字，我们的样子
■本报记者 高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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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2 年八一建军节前

夕，南昌市八一广场上，八一南昌

起义纪念塔顶端鲜红的军旗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卢成行摄

图②：南昌警备区官兵和驻

地学生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的起义参加者名录墙前学习参

观。 徐 婉摄

图③：2022 年 6 月 14 日，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肖

燕燕（中）拜访南昌起义参加者

陶植柳的家人。图片由南昌市

进贤县民政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