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7月份，三位热心人
士发起跨省行动，帮助通山燕
厦乡潘山村400余张姓村民
为沉睡在通山78年的抗战烈
士寻亲。日前，热心志愿者在
广东终于找到了烈士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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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山县燕厦乡潘山村，至今
流传着一个抗战时期，一位姓苏的
国民革命军的排长，在当地受伤牺
牲后的故事。

1938年7月的一天，通山县燕
厦乡与阳新县龙港镇相邻的交界
处，一个叫“潘山”的村落里，传来

“武汉保卫战”的枪炮声，村民纷纷
进山躲避战乱。待枪炮声过后，村
民悄悄下山回到家中，一张姓有兄
弟6个的大户人家，回屋正准备找点
吃的东西时，看到屋后山有一个人
边爬边呻吟。他们走近一看，发现
是一位身负重伤的国民革命军士
兵，兄弟几个见状，就把伤兵抬进侧

屋，并采一些草药帮伤兵清洗伤
口。由于伤势太重，兄弟们就安排
六弟每天负责服侍，后来得知伤兵
姓苏，是国民革命军的一名排长，于
是大家都叫他“苏排长”。

苏排长受伤不到一月就牺牲
了，村民们帮张姓兄弟把苏排长埋
在村子附近一片竹林里。

现年75岁的退休教师张远壁
（张姓兄弟四弟的儿子）说，他从小
就听大人说着苏排长的故事长大。
9岁那年（1950年）的一个晚上，堂屋
大门外总是传来铜铃摇响，但打开
门却什么没有人。

只闻铃声不见人的怪事，持续了

三个晚上。族人觉得蹊跷，六婶便请
来一位道师解秘，看究竟是谁在“摇铃
捣乱”。道师在堂屋做了一阵法事后
说:“这个摇铃人是一个士兵，他委托
你们给他报信没，是来探消息的”。族
人听后觉得神奇，认为这是苏排长在

“显灵”。次日，众村民和六叔六婶一
起，来到苏排长的坟前，为他焚香烧纸
献祭，并说:“你家太远了，无法跟你的
家人取得联系，但我们以后一定做到，
子子孙孙为你上坟，把你当作我们的
亲人一样来祭拜”。

张远壁老人说，这些真事都是
他当年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如
今成了一个神奇的传说。

原来，苏排长在张姓家养伤近
一个月的时间里，附近的村民天天
给他送来一些好吃的。由于伤势太
重，一天，苏排长昏迷过去醒来后，
艰难地从身上摸出三块银元，交给
天天为他送饭的六弟，并说这是他
身上唯一的东西了，请他一定有机
会要帮他给在广东罗定的家人报个
信，告知家人他的下落，并托咐死后
帮忙埋葬，别让他暴尸山野。

后来，张姓兄弟也相继离世，仅
剩天天为苏排长送饭的六弟。但他

想到自己不能动了，还没给苏排长
的家人报信，可苏排长的嘱托一直
记在心里。六弟决定他和老伴去世
后，要和苏排长葬在一起。让后辈
们记住苏排长，有机会再去报信，九
泉下才能给苏排长有个交待。

张远壁老人说，他六叔六婶执意
要埋在苏排长身边，也是为了心安。

张远壁老人接着笑说，自那次“显
灵”事件发生后，后来村里，有些孩子有
什么头痛脑热的小病，只要到苏排长的
坟前烧个纸说一说，孩子们的病痛还就

真的好了。其实，我们整个张姓庄族早
已把苏排长当作我们共同的亲人，逢年
过节都会到苏排长的坟前祭拜。

当时的战乱年代，张家兄弟给
苏排长的家人报信一直未能兑现。
解放后，又因历史原因，张姓兄弟也
不敢为苏排长打听亲人。

如今，帮苏排长找到亲人不仅仅是
张姓兄弟一个梗在肚里78年的心病，
也成了张姓400余族人共同的心愿。

至今，关于苏排长的故事，在通
山民间一直广为流传。

2015年，是抗日战争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通山籍退伍老
兵、现任政协武昌区民宗委主任胡
平，再次想起苏排长的故事，当他把
这个故事告之民革武汉市社会服务
部部长乐伟时，两人是一拍即合，决
定要为这位抗战英雄做点什么。

胡平说，他是从通山出生长大
的退伍老兵，80年代初，他就经常听
母亲给他讲述苏排长的故事，几十
年来，在他心里，深深记住了牺牲在
通山这块热土的抗日英雄。

2015年7月12日，胡平一行带
着400多乡亲78年的心愿，来到了通
山县燕厦乡潘山村，寻访苏排长在通
山战斗过的足迹。并委托通山作家倪
霞搜集相关线索资料，为抗战英雄找
亲人做准备。

村民们听说他们是来为苏排长
找亲人的，纷纷从田间地头赶来，讲
述着苏排长的故事。

交谈中得知，村民每年的清明节、
中元节都给苏排长扫墓献花，历经78
年的岁月洗礼，当地村民并没有将这

位沉睡在此的抗日英雄遗忘。
走过一个菜园和一小片竹林，

在一个无碑墓冢前，带路的张远壁
老人指着眼前的墓冢说，这就是苏
排长。在苏排长墓冢的左侧有一个
合葬坟，那就是六叔六婶。

听完村民的讲述，大家都为之
感动，胡平、乐伟、倪霞当即决定帮
这位抗战英雄找到后人，了却村民
78年未了的心愿。

于是，他们三人开启了迟到78
年的跨省寻亲之旅……

2015 年 7月 12日，通山作
家倪霞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
一篇题为《魂安何处——寻访湮
灭在历史烟尘中的国民革命军
苏排长》一文。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今年春节后，广东关爱抗战

老兵资深志愿者“火山”无意中看
到该文后，立即联系罗定市档案
局有关负责人，请求帮助寻找“苏
排长”的后人。随后，罗定市档案
馆、罗定市义工组织也纷纷加入
了寻亲行列。

今年3月2日，当地志愿者
在罗定市档案馆的抗日烈士名单
中找到了苏济霖这个名字，系大
旁街村人。史料明确记载:苏济
霖，祖籍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县（现
罗定市）人。疑似国民党184师
所辖官兵，于1938年牺牲于湖北
通山县燕厦潘山村。

当地志愿者根据史料提供的
线索，先到现在的大旁街村了解
情况，据苏氏族人讲，1935年，当
时苏济霖刚结婚不久，就参加了
抗日。他上战场后不久女儿便出
生了，也是苏排长唯一女儿、现已
83岁的苏群英老人，现居住在丰
盛林屋村。

当罗定市志愿者把苏排长在
湖北抗日牺牲那段故事及其临终
前的心愿一一告知苏群英老人
时，苏群英泪流满面。她说，她母
亲于1984年去世，父亲在家名叫
苏长林，当兵后改叫苏济霖。每
到清明节，族人都到他的旧居为
他上香。

听完志愿者讲述湖北三位热
心人士帮助寻亲的经历后，苏氏
族人十分感动，家族长老还委托
罗定市志愿者转告对湖北帮助寻
亲的志愿及通山张姓族人把苏排
长当亲人，几十年如一日“祭拜”
苏排长的那份质朴真情表示感
谢。同时计划在今年清明节前的
3月22日前往通山拜祭亲人，了
却亲人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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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
习委员会主任王亲贤为抗战英
雄撰写了千字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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