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郑学富
台儿庄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白杨高耸云霄，1325

名牺牲于淮海战役的烈士长眠于此。

在一排排烈士碑的前面，有一座用石块砌起来的烈

士墓，这里面安葬的是一位年轻的老红军、中国人民解

放军某部副团长朱涛烈士，人们称之为“红军墓”。

朱涛于1914 年出生在湖北阳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父亲是一名赤卫队大队长，受其影响，朱涛15 岁就

加入少先队员，16 岁加入共青团，17岁参加红军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

他任新四军特务团团长，率领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坚

持抗战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率部转战苏北鲁南。

在鲁南战役中，他与战友用机枪击落一架敌机，但他却

被敌机击中，身负重伤。后来朱涛伤未痊愈，再三申请，

又重返前线，调任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副团

长。1948 年冬，他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经过七个昼夜

的激战，拿下曹八集。黄伯韬兵团被压缩到东西不足十

里、南北不足六里的碾庄地区。1948 年11月12日起，

他日夜不下火线。11月18日凌晨，他在团部值完夜班，

准备吃早餐时，突然又有炮声传来。他立即放下碗筷，

重返最前沿阵地，在带领全团夺取碾庄寨门楼的激战中，

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壮烈牺牲。1951年台儿庄烈士

陵园落成，朱涛烈士的遗体迁葬于此。

有一年，我曾到位于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

展室里陈列有朱涛烈士的照片和遗物，讲解员介绍了一段

感人至深的寻亲故事。

朱涛牺牲 20多天后的1948 年12 月15日，一个男

婴降生在人间，他就是朱涛烈士的遗腹子，母亲为他起

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朱海涛。

由于家境贫寒，朱涛牺牲后，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

纪念物品，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朱海涛长大后，知道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他

不断地在脑海中勾勒着父亲的形象。曾几次想前往台儿

庄烈士陵园祭奠自己的父亲，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均未成行。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朱海涛也结婚生子，孩子也

一年年地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父

情结日益加重。朱海涛说：“我要让儿子来看望他的爷爷，

让他知道爷爷是为新中国而死，让他永远记住这里有他

的爷爷！”

在一个夏天，朱海涛带着儿子踏上了祭奠父亲的

行程。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内，当工作人员把朱海涛父子领

到了朱涛烈士的遗像前时，祖孙三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跨越几十年的思父之情瞬间喷涌出来，朱海涛拉着儿子

扑通跪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哽

咽无语。

在台儿庄烈士陵园，朱海涛领着儿子跪在父亲的墓

前，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献上一束洁白的鲜花，满含热

泪说道：“爸爸，儿子来看您了，您孙子也来了，今后您

的重孙也要来，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记住您的光辉业绩。”

在清明节前夕，我又一次来到朱涛烈士墓前，献上一

束鲜花。

步出墓区，来到前面的英雄广场，广场中央耸立一座

气势雄伟的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毛泽东手书“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背面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撰写的碑文，

碑座四周为汉白玉浮雕，前来敬献花圈的人群络绎不绝。

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了朱涛和朱海涛一家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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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烈士丰碑

文 / 谭波
 3月13日22点56 分，著名军旅作家孙华伟突然给我

发来了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先生唱遍海内外的经典歌曲《祝酒

歌》。我忽然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立马给他的女婿——著名

画家冯庆打去了电话，问候恩师李光羲先生的身体情况。冯

庆告诉我，93岁高寿的李光羲先生于当晚去世了。 

我内心顿时一震，悲痛袭来。恩师李光羲先生教诲、

关爱我的许许多多往事浮现在了眼前。

2017年10月4日是中秋节，也是恩师李光羲先生和师

母的钻石婚纪念日，当天我是唯一被邀请到家里的客人。

我去之前的头两天，他就给我发来了短信。等我那天到达时，

老师和师母还早早地等候在小区门口。结果我发现，从接

我的地方到他们家要走很远的路。我当时心里既充满了敬意

也满怀愧疚，当时老师已经是89岁的人了。

2019 年 5月，我听说老师因为受伤腿脚有些不利索，

便再次去拜访看望了老师，当时《人间真情》摄制组也想拍

摄他的纪录片。老师见我们去了，非常高兴。当我问起他的

脚伤情况时，他一带而过，只满脸欢喜地问我有什么需要他

做的事情。我便把已由施咏之先生谱曲的《走在长安街上》

歌词，请他过目和指导。他看了非常高兴，马上在曲谱上

题写了“祝颂歌传唱中华大地。”

他说：“孩子，你这首《走在长安街上》歌词就是《北

京颂歌》的姊妹篇，我唱《北京颂歌》已经40多年了，一

直在等新《北京颂歌》。你终于把歌词写出来了，写得好啊，

要不是我这腿脚不听话，我也去录一版，留个纪念”。我当

然多么希望老师也录唱一版啊。接着他问我，谁唱啊？我说

将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老师演唱。老师听了非常高兴，谦虚

地说，“好啊，阎维文老师是位大歌唱家，他唱是非常合适

的”。

这两年，因为疫情，我很少和老师和师母见面，但老

师对我的歌词创作依然非常关心，他经常用短信指导我的

创作。其中两条短信让我受益终身，我时刻铭记在心：

“谭波，你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是短歌体，不好谱曲，

没能给作曲家一个起承转合的抒发余地，而过去流传的民

歌，都是长期经老百姓随口哼来的小调传下来的，你要千

锤百炼。”

“收到歌词，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歌谣体看似简单实则难

写？所有民歌全是经千百年不断传唱，不断完善顺口好听才

留下来的，你要在这方面下些苦功。”

2020 年 11 月和 2021 年 7月，当得知由我作词、著

名作曲家胡旭东作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传越演唱的歌

曲——《我们跟你走》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建党百年“唱

支山歌给党听”100 首展播歌曲，还被中宣部“学习强国”、

广东省广播电视台和太平洋影音公司收录出版为“建党百

年新时代红色经典歌曲”红色胶片珍藏版；歌曲《我们跟

你走》先后荣获了2020 年中国音协“听见中国听见你”四

川省优秀推选歌曲、2020 年四川省文联、四川省音乐家协

会“颂歌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歌

曲创作优秀作品奖后，他分别给我发来了祝贺短信，其中

一条短信，让我常常热泪盈眶：“谭波好久不见，我也老啦！

祝你幸福。”

如今恩师李光羲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给我留下的那

些教诲和他的德艺双馨，我会时刻铭记在心，我会把他的

风范好好传承下去，像他给说我的那样：“做好人写好歌。”

恩师李光羲：
做好人写好歌

文 / 贾春婷
融融的春风里，街边小店前的纸钱、香烛又

在眼前晃起来。清明节到了。

那年，此时，乡下正是冰雪消融、满路泥泞。

一大早搭了车赶往乡下，下了车，径直向母亲

的坟地赶去。

通向坟地的路七上八下，错乱歪斜的脚印更

让我们行走艰难，我们时而在狭窄不平的田埂上

左扭右摆，时而陷进稀湿的泥沼里。一路走来，

满脚泥泞，浑身是汗，真是体验丰富。

田野里依然萧瑟枯败，低洼背阴处积着一团一

团冰冷的雪，路边的老鼠洞口还封存着龟甲似的

土壳，新鲜的湿土还没有被扒出来。阳光却很明媚，

风吹在脸上像暖暖的吻。

大哥说，春种就要开始了。

远离村子的荒野上，东一处老坟、西一处新

坟凸起在黄褐色的土地上，到处是燃过的纸灰和

新摆的祭品，寂静的原野上飘散着淡淡的悲愁。

我们为母亲烧了很多纸钱，在她的坟头插了一把鲜

艳美丽的花。风吹来，花枝轻摆，纸灰游离，烛

香袅袅，似是母亲轻柔的问候，但愿母亲能感知

到我们的到来。

祭奠了母亲，我们原路返回。

难以置信，只几个时辰，轻薄的春风和柔和

的太阳已催赶着春天的脚步迈过了泥泞。稀湿的

路面竟然干爽得多了，阴洼处、沟渠里的积雪已消

解得支离破碎。路旁低洼处汪着一摊摊雪水，路

面上流淌着一股股细小的溪流。

大哥告诉我们，早晨还是湿的地块，下午，地

表便风干了，再过两三天就能播种了，再过一个星期，

野椒蒿、野芹菜、野蒜苗之类的野菜就从地上冒出

来，满树的枯枝也展出了新叶。也许，还会有寒流

袭来，但是，过了清明，春天的脚步就越来越快，

乡间原野很快就会春潮荡漾，令人沉醉起来。

打开家门，和暖的阳光与轻盈的风撩起一股

沉重的霉味渐渐散开。油腻的贴画、笨重的木柜、

锈迹斑斑的洋铁炉子、陈旧的木条筐还停放在原

地。当年母亲与我们睡觉的屋子里满是老鼠洞与鸟

屎，土炕已经塌陷，屋顶残破不堪，墙角蛛网盘结，

那面斑驳模糊的圆镜子依然挂在墙上。

母亲在这里，养育了我们 8 个子女。她 48

年前离开父母后就未曾再见面，在侍弄几亩薄

田、几只鸡、几头猪的日子里，将自己彻底变作

一个农民，却努力将我们从田地里推搡出去。在

我们一步步走向自己的世界，准备以体面的生

活补偿她饥困劳累的身子时，她却永远睡着了。 

高小毕业生的骄傲、建设大西北的豪气、年年岁

岁的期盼一并填埋在挥锹劳动、拉扯儿女的岁月

中，变成了我们无尽的哀思。哦，这破落的院墙门窗，

这枯了又绿、绿了又枯的园子，处处是她的影子。

似乎，她就站在那里，等着我们......

那个清明的前夕降了雪，清明踏青成了踏雪迎

春，但那一天，天高云淡，轻风徐徐。站在通向

母亲坟地的一处高坡上，看着那棵曾经的小树，

那条时常汩汩流淌的水渠，一片片等待播种的田

地和一座座房屋，暖暖的乡情、淡淡的哀伤涌上心

头，思绪万千。

清明回家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约定，是一个永

远醒不来的梦。

清明，看见母亲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清明节快到了，这个中国古老而传统的节日，不仅与哀思、泪雨联系在一起，也被给予了春天的
活力与生机、希望与成长。本期我们特别精选了几篇追思烈士、亲人、友人的文章，以文寄情，慎终追远，缅怀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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