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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寻
找烈士的家人。因为之前英烈
网上只能查到郭苏文烈士的籍
贯是湖北天门，没有更多资料。
所以我们花了近一个月多方寻
找，最后终于在一本《天门县志》
里找到了线索。”李川说，因为自
己喜爱研究文史，所以在多方寻
找无果后，突然想到也许会在县
志里找到烈士的记载。他上网
买了一本1989年5月版的《天门
县志》，在书的第1021、1024页，
他看到了烈士的名字，并且知道
了烈士所在的地址——天门县
九真区花台乡郭埠村。由于经

过了撤区扩镇并乡等行政区划
调整，原本的区、乡都有变化，他
又查阅《天门市行政区划图》，才
对应到现在的镇、村。

“费了很多周折，我最后联系
到烈士后人所在村的村主任，并
得到了烈士儿子的电话。”李川
说，5月21日中午，他接到来自湖
北的电话，正是郭苏文烈士儿子
郭言平打来的。一个多月的寻
访，终于有了结果。“郭言平感到
很意外，父亲牺牲65年了，现在
还有人惦记这事。在知道慈溪有
父亲的墓碑后，他表示一定要找
时间过来祭拜。”李川对记者说。

慈溪河埠头发现的烈士墓碑
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个多月前，慈溪的文史爱好者李川不会想到，只是游
玩途中的随意一瞥，“郭苏文”，这个在1955年牺牲的烈士
名字，竟成了他未来一个月苦苦找寻的人。而这一切的缘
由，要从他无意中发现的一块墓碑开始说起。

慈溪观海卫河埠头，意外发现的烈士墓碑

4 月 13日，在观海卫镇
新泽村，李川在河边石埠头
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石
碑。出于文史爱好者的敏
感，他多看了两眼，依稀看到
文字“郭苏文烈士之墓”，还
有“海军”两字比较清楚，其
他的字迹由于石碑风化严
重，不太容易辨认。之后他
将石碑照片拍下，传给了慈
溪市新四军研究会观海卫联
络组的沈家仁老师。看到照
片的沈家仁马上与李川约
定，再去实地查看。

“当时发现的石碑在新泽
村沈庙桥路河边，附近的村民
告诉我，这里的河埠头建造已
有多年，现在已基本废弃。发
现石碑时，还有1/3的碑身被
压住，看不清楚左侧的时间落
款。”沈家仁告诉记者，在实地
看到烈士碑之后，他们首先想
到的是了解这位烈士的情
况。他们查找了慈溪市的革
命烈士谱，发现本地和外籍烈
士名录中并无此人。

没有气馁的他们继续查
找，终于在“中华英烈网”寻到
了一位资料比较接近的烈士。
记者在“中华英烈网”上查询发
现，全网只有一个“郭苏文烈
士”，但资料比较简单。根据资
料显示，烈士籍贯为湖北省天

门市，出生于 1926年，1955
年在舟山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时牺牲，当时是帆舰班长。安
葬地一栏是空白。

在舟山群岛牺牲的烈士
为什么会立碑在慈溪，墓碑又
为何会出现在新泽村？

“我与李川设想了好几种
可能性，但都没有事实佐证。
也许是当年烈士在海上牺牲
后，遗体随潮汐漂到了慈溪海
涂。但谁立的碑，又怎么知道
的烈士身份？这些都无从而
知。”沈家仁告诉记者，他们曾
多次到村里找老人了解情况，
但是现在距离烈士牺牲已有
65年，许多老人当时年纪尚
幼，并不清楚立碑的情况。在
走访周边村民无果后，寻访一
度陷入了僵局。

村里的老人说，河埠头这
些石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在下泽山炸山取石，大批迁
徙坟墓时留下来的，现在下泽
山已经夷为了平地。据当地
老人讲，造河埠头之初，用的
石料上面都是抹过石灰和水
泥的，所以墓碑可能也是在那
时候被误当成普通的石料，抹
上了石灰和水泥，所以一直没
有被发现。经过这些年，水泥
陆续被冲刷掉，烈士墓碑才得
以重见天日。

烈士墓碑显示更多资料

在寻访中得不到更多的线
索，5月11日，沈家仁在当地公
众号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
述了发现这块石碑的经过，希望
发动更多的网友，找到了解这段
历史的人。这也引起了当地有关
部门的重视，大家一致认为，不管
怎样，首先应把烈士墓碑妥善安
置好。

5月19日，新泽村党总支书记
徐孟圆组织专人将郭苏文烈士的
墓碑从河边移出。经过清洗，露出
了非常清晰的落款时间：“公元一
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立”，与英烈

网上烈士牺牲时间吻合；石碑右侧
稍有风化，但依稀可辨认出部队番
号，也与英烈网上登记的烈士生前
部队吻合。

随后，村干部与村民一起，将
烈士墓碑移到泽山上立起来，并
进行了描红，使碑文更加清晰。

5月20日一早，新泽村党总
支、村委分别向烈士墓碑敬献了
花篮，村民们按照当地风俗进行
了祭扫仪式。但在沈家仁和李川
心中，依然还有一个遗憾：烈士的
家人在哪里？他们是否知道烈士
的墓碑立在这里？

终于找到烈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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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记者打通了郭言
平的电话，老人带着浓厚的湖北
口音，从电话中可以听出掩饰不
住的激动。他告诉记者，自己今
年65岁，是在父亲去世的那一
年出生的，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父
亲。对父亲的了解，仅仅存在母
亲和叔叔的回忆中。“我是遗腹
子，在出生前父亲就牺牲了。家
里至今还保存着父亲的入党证
明和其他证件，还有父亲穿着海
军军装的照片。从小就知道我
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但是
他为什么牺牲，埋在哪里我都不
知道。1983年的时候，我曾经
去过一次浙江，到舟山寻找父亲
的墓碑，但没有找到。这些年，
儿子女儿都结婚了，孙辈也都知
道曾祖是烈士，但唯一遗憾的，
就是一直不知道我父亲埋在哪
里。”电话里，郭言平反复不停地

讲着“有生之年”，“父亲牺牲65
年了，在这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了
父亲墓碑的所在地。有生之年，
我真想亲手抚摸父亲的墓碑，真
想把我的孩子们带到墓碑前，
让他们给我父亲扫一次墓。从
前，以为这个愿望一辈子都无
法实现，没想到现在竟然可以
成为现实。”郭言平说，由于受
到疫情影响，他没办法立刻赶
到慈溪，但是等到条件允许时，
自己一定要带着儿女和孙辈到
慈溪，为父亲扫一次墓。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有了
个圆满的结果。”李川说。记者也
联系到了《天门日报》的记者，他们
表示，将在近期到郭言平家中了解
更多关于烈士和后人的情况。本
报也将对此继续保持关注。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岑唯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烈士之子曾来浙江找寻父亲墓碑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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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洗的墓碑。被发现时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