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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田裡剛剛收完辣椒的蔣石林開着農用三輪，特意繞到今年剛剛重新修建

的紅軍墓碑前，一邊點起一根煙，一邊用手輕輕拂去墓碑上的塵土。每天忙

完到墓碑來看看，已成為蔣石林多年來養成的習慣。這座靜臥着7位無名

英雄的紅軍烈士墓，從蔣石林的爺爺蔣忠太開始，現在已是第三代「守墓

人」。為了讓紅軍精神一代代傳承，蔣家三代人已堅守了85載，而今蔣石

林的兒孫也將從他手中接棒，讓這份堅守得以繼續傳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提及身旁的紅軍墓，如今75歲的蔣石林搓着
長滿老繭的雙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他6、7歲時父親蔣受宇帶着他到墓碑前，曾給
他講了一段故事。1934年11月下旬，紅軍來到
才灣村駐紮，紅軍戰士幫村民挑水、劈柴火、
搞衛生，村民也幫紅軍磨米、蒸紅薯，軍民其
樂融融。腳山鋪阻擊戰打響後，村民們自發組
織起來給紅軍送飯、送水和帶路。激烈的戰鬥
持續了3天2夜，紅軍傷亡慘重。

戰後家境貧 無忘紅軍魂
戰鬥期間，蔣忠太帶着家人到附近的深山裡
避戰。戰鬥結束後，蔣忠太帶着家人返回家中
查看。因為家裡沒有柴了，蔣忠太便帶着當時
年僅12歲的蔣受宇去距離自家有三四里路遠的
米花山砍柴。未曾想父子倆在亂樹叢中發現7具
紅軍遺骸。雖然害怕，蔣受宇還是叫來村民幫
忙，和大人們一起將7位烈士掩埋好。埋骨於此
的將士不知姓名，也沒有家人來尋，只有蔣家
人在樸素的土堆前做標記的三塊磚頭，以及一
塊紅色立牌，簡陋中透着一股蒼涼，提醒着後
人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
將紅軍犧牲將士埋骨的那一年蔣忠太34
歲，戰爭結束一年後，當地的桂系軍閥卻以
「通共」的罪名把他關押到大牢裡。「也不
知道是不是在牢裡遭了罪，出獄沒幾年爺爺
便病逝了。」蔣石林回憶起這段故事，滿臉
愁緒地說，當時為了贖爺爺家裡砸鍋賣鐵，
奶奶還找遍親戚借才湊到12塊大洋。戰後
原本貧窮的家裡更是家徒四壁，爺爺去世前
沒有留下一件值錢的東西，唯獨留下一句叮
囑：「一定要世世代代守護這座紅軍烈士墓，

要將紅軍精神一代代傳承下去。」
蔣忠太臨終的一句叮囑，被蔣受宇牢牢銘

記，對紅軍墓的守護如同「家訓」一般，從祖
輩到孫輩代代相傳，延續了85年。爺爺蔣忠
太去世後，每年春節、清明蔣受宇便會帶着蔣
石林去掃墓。蔣石林說自己小時候從父親口中
聽到戰爭如何激烈，卻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戰
爭是如何的殘酷。「小時候我會跑到紅軍墓後
面的樹林裡玩，在那裡撿到子彈殼，還會拿去
換糖吃。」

以命衛家園 後人應銘記
直至上小學，聽到腳山鋪阻擊戰後隨紅軍
離開的村民到校講起那場戰役，他才依稀了解
到，自己爺爺和爸爸當時所掩埋的是怎樣的
人。「沒有紅軍、沒有共產黨，哪裡有今天的
太平盛世？這段歷史值得讓後人世代銘記。」
為此蔣受宇79歲去世後，蔣石林默默接棒。
這些年他像爺爺和父親一樣，除了祭掃，每隔
一段時間都會去紅軍墓上清理雜草，或者重新
培土。
今年清明節，蔣石林把兩個兒子、孫子
們，以及其他兄弟及侄兒們，召集到了一起，
共同到紅軍烈士墓前祭拜。在紅軍墓前，蔣石
林又再一次跟兒孫們講起那段他們早已耳熟能
詳的紅軍故事。「我年紀大了，不知道還能守
幾年，以前我們的家園是這些紅軍用生命守護
的，以後守護他們墓碑的重任，就要落在你們
身上了。」蔣石林語重心長地複述着爺爺蔣忠
太的囑託。歷經85年，守護這座紅軍墓的
「接力棒」就這樣，從蔣石林手中鄭重地傳到
了蔣家後輩手上。

從蔣石林懂事起，他便時常跟隨着父親到
墓碑周邊祭掃、除草，查看紅軍墓是否被損
壞，所以與其說他是堅守，蔣石林更願意稱
其為一種習慣。因為習慣了閒來無事時就到
墓碑邊來看看，蔣石林年輕時也沒有出遠門
打工。「心裡惦記着這塊紅軍墓，走遠了看
不到不踏實，怕被破壞了。」說到這裡，蔣
石林拍拍褲子上的灰塵，站起來指着緊挨着
的一片小樹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裡
被別人承包了，如果當時沒人管，很可能紅
軍墓就要被推平了。」
原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外村的承包
戶將田地承包下來打算種梨子。原本的紅軍墓
十分簡陋，沒有墓碑只是個隨意堆起來的小土
堆，不明原因的承包戶原計劃要將這個「小土
堆」推平種樹，蔣石林知道後十分着急，找承
包戶勸說了數次。
蔣石林說：「一開始人家也不願意，畢竟
牽扯到利益，沒理由讓別人白白犧牲掉自己部
分利益。我只能上門耐心勸，告訴他裡面埋的
紅軍用生命才換來我們和平的生活，如果日後
連墓都沒有，我們後代對得起他們的犧牲
嗎？」最終承包戶被蔣石林打動，將「小土
堆」保留了下來。

多年無利益 信念顯忠誠
蔣石林對這座紅軍墓多年的守護，也讓不

少村民不理解。「村裡人不了解，免
不了有流言蜚語，有人說

我傻管來幹什麼，也有人問政府給了我多少
錢。」對於這些流言，蔣石林總是一笑而過。
「紅軍為了新中國的和平連命都不要，這點流
言我們有什麼好怕的。」蔣石林挺起腰桿，用
手拍了拍胸膛。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後了解到，其實紅軍
墓所佔的種植用地重新劃分後，歸屬於蔣
石林，這麼多年為了保護紅軍墓不被破壞
蔣石林一直沒有將其承包出去。按照當地
承包土地價格，如今新建的紅軍墓佔地約
一畝，租出去一年也能有1,000元人民幣的
收入。
「我爸也是老共產黨員，他從小就教育

我們，要對黨忠誠，這個『忠』字我們只
能將其體現為對這座紅軍墓的守護。」
蔣石林說，憑借這股信念，這麼多年
自己即便沒有拿到半分錢好處，也一
直堅持着。「前段時間雨水多，我
每天還會特地過來看看，給紅
軍墓除點雜草。」如今，身體
還算硬朗的蔣石林，嘴上
說着要給兒孫接棒，
但是心裡卻時刻惦
記着紅軍墓，不
捨 得 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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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遭推平種樹
苦勸戶主保留

如今，蔣石林口中的「小土堆」已經得到
重新修繕。蔣石林指着新建的墓碑介紹道，原
來的立牌被替換成像樣的石碑，原本的小土
堆，被修葺成了由兩層石磚圍好、覆蓋着細密
小草的墓地。墓前有約9米寬的空地，取「長
久」之意，墓碑前的小道兩旁每邊都種了7棵
小樹苗，「代表在此長眠的七位烈士」。在綠
林掩映下，嶄新的白色墓碑顯得格外靜謐、莊
嚴。「今年4月，縣裡重新修繕了墓碑，小土
堆變成了現在這個佔地約一畝的氣派墓園。」
蔣石林滿是欣慰地說道。

大學生專程祭烈士
除了墓碑被重新修繕，受蔣石林的義舉影

響，村裡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護碑隊。「今
年七一建黨節時，不僅縣裡的學校組織來此掃
墓，還有桂林市、南寧市的大學生專門組織來
祭奠烈士。」據才灣鎮政府相關工作人員介
紹，如今該紅軍墓已基本修繕完成，未來，這
裡將打造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此外，據介紹，全州縣還計劃以湘江戰役遺址

公園為核心，打造兩河、鳳凰、安和、大西江4
個分園區，以戰場遺址保護為重點，打造「湘
桂古道紅軍路」和湘江兩岸紅色文化精品項
目，更加有效地保護、傳承紅色基因和長征精
神。知道這個消息，蔣石林難掩興奮地說：「現
在，紅軍烈士墓得到了更多關注，我相信紅軍烈
士如果在泉下有知，一定可以安息了！」

義舉獲響應 壯大護碑隊

腳山鋪阻擊戰 湘江戰役最慘烈一戰

11月29日

湘軍兩個師在數十門大

炮和9架飛機的掩護下發

起強攻。紅一軍團先頭

部隊第二師在尖峰嶺一

次次地打退數倍於己的

敵人，但在敵人的猛烈

攻擊下，尖峰嶺失守。

第二師退守黃帝嶺。

■蔣石林現在成了義務宣傳員，給來掃墓的群眾講述這座紅軍墓的故
事。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唐艷蘭 攝

11月30日

第一師兩個團從湖南瀟水長途奔跑趕到腳

山鋪投入戰鬥。12月1日上午，紅一軍團

第十五師等8個師還在江東。戰鬥已到最

後時刻。堅守腳山鋪一線的紅一軍團將士

死守全州鳳凰嘴、麻市渡口，為了確保江

東部隊贏得搶渡時間，在10多公里長的

戰場上逐個山頭與敵爭奪。據不完全統

計，紅軍在腳山鋪傷亡約2,000人。

腳山鋪阻擊戰以五團政委易蕩平等2,000餘名紅軍烈
士的熱血和生命為代價，掩護中央紅軍渡過湘江。此役是
敵我雙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紅軍犧牲最大的一戰。敵軍
投入湘軍4個師約六七萬人。而紅一軍團第一、第二師人

數不足1萬。雙方在此鏖戰了三天兩晚。

■如今蔣石林的兒孫空閒時，也會隨其一起到紅
軍墓前祭拜。 受訪者供圖

■紅軍墓未重修前只是不起眼的
小土堆。 受訪者供圖

■■閒來無事時閒來無事時到紅軍到紅軍
墓看看墓看看，，已成為蔣已成為蔣
石林幾十年來養成石林幾十年來養成的的
習慣習慣。。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內重現當年腳山鋪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館內重現當年腳山鋪
阻擊戰的情景阻擊戰的情景。。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唐艷蘭香港文匯報通訊員唐艷蘭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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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紅軍總部發佈分四

部突破湘江防線的

命令。紅軍便設

防於魯板橋、腳

山鋪之間，阻擊湘

軍西進，掩護紅軍

主力渡江，湘江

戰役打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