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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杨子荣故居寻访杨子荣故居
王春选

从烟台港驱车往东30公里即到达
牟平城区，城中心有一街道，叫文兴路，
路西建有一个广场，名为杨子荣广场。
为了详细了解杨子荣故里，我特意请来
了牟平的朋友曲主任帮我们解说。

杨子荣广场于1990年建成，广场
不大，却庄严朴素。500平方米的广场
四周松柏苍翠，地面理石平整，中心矗
立着侦察英雄杨子荣的石刻雕像。雕
像有5米多高，头戴军帽、身系披风，右
手拿着一支驳壳枪，怒目看向前方。雕

塑生动形象，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曲主任介绍说，杨子荣广场建成

后，2001年在杨子荣的老家嵎峡河村
东的山上又建了一座杨子荣纪念塔，高
约15米。塔的中部呈长方体，由一整
块长约10米的石料构成。

离开杨子荣广场，我们沿着文兴路
向南4公里，来到宁海镇嵎峡河村东的
杨子荣纪念馆。这是2011年由牟平区
拨款5000万元在杨子荣纪念塔的基础
上扩建的，由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

浩田上将题写馆名。纪念馆建筑面积
4965平方米，通过打造《林海雪原》实
景还原、配套三部专题电视片等现代化
展陈方式，系统讲述孤胆英雄杨子荣成
长于胶东革命沃土，不在家乡当孝子，
甘赴东北干革命的大爱情怀和在东北
孤胆剿匪智擒座山雕、血洒闹枝沟等一
系列传奇故事。纪念馆依山而建，雄伟
壮观，我们去时正值国庆假期，馆里人
头攒动，大家争相瞻仰英雄遗物，聆听
英雄事迹。

听完杨子荣的故事，我们怀着对
烈士深深的敬意，进入故居院内参观。

这栋房屋年代久远，村里的耄耋
老人都说不出其准确的建造年代，都说
杨子荣父亲杨世恩是泥瓦匠，应该是他年
轻时自己动手建的，定然是百年老宅了。
房屋主体由小块碎石砌墙，木质屋梁，檩
条、门窗都是用当地山林自然生长的木材
制作。墙体一石到顶，当时是用黄泥填
缝，后期维护时改用砂浆勾缝。有正房三
间，小院东边带厢房，布置得非常简朴。
在门外又加了一层小院，院中间是杨子荣
烈士半身汉白玉雕像，基座上镌刻着迟浩
田同志的题词：大智大勇，一代英豪。塑
像神情庄重，目视远方。两廊下是烈士生
平照片、图片、题词、纪念文章。

进入正房,迎面北墙上是杨子荣身
穿民主联军冬季服装、头戴皮帽、身跨匣
子枪的画像。画像背景是林海雪原。
画像两边是条幅：英雄流芳百世铭，事
迹传代千秋记。画像前是胶东传统的
红漆板桌、板椅；桌上放着杨家当年用
过的瓷器和陶器。曲主任说，这一切都
是原物，按原样摆放在这里的。

说起筹建杨子荣故居纪念堂，还有
一个感人的故事。20多年前，杨子荣故
居破旧不堪，年久失修。村里的老主任曲
松庆为了筹集资金对故居进行修缮，把自
己的住宅都卖了，卖的钱全部用于筹建杨
子荣故居纪念堂。由于杨家生活困难，经
他动员为重修故居而搬出老房后，他每年
还自己拿出一部分资金补助杨家后人。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直爽地回答，我作
为党员，又是烈士故乡的亲人，只有这样
才能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

如今，嵎峡河村修缮了英雄故居，铺
设了沥青路面，整修了穿村而过的河流，
建起了旅游设施，依托村东北的杨子荣
纪念馆，搞起了红色旅游工程。一年四
季，来此参观瞻仰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红色旅游红红火火。

在村里提起杨子荣，所有的村民都
津津乐道。50岁以上的人都能即兴唱
出《智取威虎山》选段：“穿林海，跨雪原，
气冲霄汉……”有些唱段如“共产党员时
刻听从党召唤”“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
险越向前”，已经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锐意进取的座右铭。

老张说：“为了纪念杨子荣，海林市修
建了杨子荣烈士陵园，牟平区也建有杨子
荣广场、杨子荣纪念馆、杨子荣故居纪念
堂。两地干部群众要经常像走亲戚一样
相互来往，一起参观，共同缅怀英雄先烈
才好。”我说：“烟台是革命老区，红色旅游
资源丰富，不但有杨子荣故居，还有战斗
英雄任常伦故居、地雷战遗址、英灵山胶
东革命烈士陵园、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
址、昆嵛山革命纪念馆、打响胶东抗日第
一枪的雷神庙等，你若有兴趣，我愿意陪
你逐一参观瞻仰。”老张说：“好，我们就沿
着这条红色旅游线路，进行新的‘长征’！”

杨子荣当兵时间短，一到东北就
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所以一直没
时间给家里写信。母亲不知道他成了
英雄，更不知道他牺牲的事，她甚至不
知道杨宗贵当兵用的是“杨子荣”这个
名字。相反，因为杨子荣经常化装成
土匪搞侦察，反而给远在千里之外的
家人带来了麻烦。有一次，杨子荣化
装侦察，碰巧被一个牟平老乡看到
了。那人回到牟平后，说在牡丹江看
到了杨宗贵，他一身土匪打扮，可能已
经当上土匪了。杨子荣的母亲和妻子
备受打击，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宋学
芝则始终不信，直到1957年1月，她才
终于等来一张“失踪军人通知书”，通
知书上写着：经审查确认，杨宗贵同志
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
属的优待。1958年11月，政府按规定

又给杨家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
光荣纪念证”。

当地习俗是，人死后必须由自己
的亲人送葬才能入土为安。无奈之
下，杨母只好将杨子荣的侄子杨克武
过继到杨子荣的名下，杨克武就是人
们现在熟知的杨子荣后人。

自从杨子荣成为英雄后，海林百
姓也在寻找杨子荣的家人。大家只知
道他是胶东人，可具体在胶东哪里
呢？《林海雪原》小说里没说，烈士纪念
碑也没刻，英雄的出处一时成了解不
开的谜。随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及
由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
国引起轰动，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已是
家喻户晓。寻找杨子荣的故乡和家人
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66年，海林县
委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奔赴胶东

寻找杨子荣烈士的家人。经过多年的
艰苦努力，终于在1973年，在当年杨子
荣的一位战友那里，发现了一张杨子
荣的照片，经嵎峡河村民和杨子荣的
哥哥杨宗福辨认，都确定杨子荣就是
杨宗贵。

从纪念馆出来，顺山坡往下几百
米，就到了英雄故里——嵎峡河村。我
们找到了村委干部孙序武。他热情洋
溢地给我们介绍了杨子荣的身世故事：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
父亲杨世恩是泥瓦匠，母亲宋学芝在家
务农。1921年，夫妻俩带着四个孩子闯
关东，在安东落脚，当时杨宗贵4岁。杨
世恩做了瓦匠，女儿学习纺丝，妻子找不
到活计，就背着篓子捡垃圾，生活极为艰
难。无奈之下，宋学芝带着三个儿子回
到山东老家，杨世恩带着女儿在东北过
活。但老家的光景也不好过，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1929年，母亲安排12岁的杨
宗贵重返安东，回到父亲身边。在安东，
杨宗贵上了两年学，其后到姐姐做工的
缫丝厂干活。1938年底，他到鞍山矿区
做了一名矿工。一次，日本监工又毒打
中国工友，杨宗贵忍无可忍，抢过监工的
皮鞭，向他抽去。然后，杨宗贵逃出矿山，
回到了老家牟平。这是1943年，杨宗贵
26岁。他很快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
配合正规部队打击鬼子。这期间，在母
亲的撮合下，他与邵家沟的许万亮姑娘
成了亲。不久，女儿出生了。但不到半
年，女儿因病夭折，杨宗贵一家痛苦万分。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命令山东主
力部队开赴东北，杨宗贵毅然报名参加
了解放军。进部队后，他用了“杨子荣”
这个名字。杨子荣被编入胶东军区海
军支队做炊事员。他所在的部队于
1945年11月下旬开赴龙口，准备过海

到东北作战。其间，他在军区司令部当
兵的妹夫王明惠说，部队有政策，你可
以留下照顾年迈体弱的老娘和刚失去
孩子的媳妇。但是杨子荣考虑再三，还
是毅然坐船直奔东北。一路走一路打，
在1946年2月到达黑龙江东部的牡丹
江地区，驻扎在海林镇。

杨子荣部队的作战任务，是消灭牡
丹江地区的各种土匪武装，为解放东北
扫除隐患。他虽是炊事员，但经常趁往
阵地送饭时，拿起枪和战友们一起战
斗。杨子荣作战勇敢，有勇有谋，很快
被任命为尖刀班班长。在1946年3月
22日杏树底剿匪战斗中，他孤身闯入
敌营，硬是靠一人之力劝降了400余名
土匪，成为东北剿匪战斗中的奇迹和佳
话。首长欣赏他有勇有谋，调他到团里
做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又有了新的用武
之地。不久，杨子荣荣升侦察排排长。

在对“座山雕”的战斗中，团里决定，
先由杨子荣带5名侦察员扮成土匪，到
山里想法找到“座山雕”的巢穴，再伺机
消灭。1947年1月26日，杨子荣的侦察
小分队化装成土匪，向海林北部的密林
深处进发。经过几天的缜密侦察，先擒
获了外边警戒的土匪，又迅速摸到“座山
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作“马架
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带两名战士猛冲
进去，活捉了“座山雕”等人。

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成了
大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百姓
欢欣雀跃，感谢他为乡里铲除了一大

害。《东北日报》还发表了《战斗模范杨
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的报道。团
里也召开大会，对他们作出表彰。

1947年2月20日，杨子荣又领了
新任务，前去侦察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
的匪情。团里为安全起见，安排副政委
曲波带领30人的小分队，与杨子荣侦
察小分队一起进山。杨子荣利用自己
丰富的侦察经验，很快在一个叫闹枝沟
的地方发现了土匪隐身的木棚。为了
不打草惊蛇，他们在离匪窝还有三四百
米的地方就匍匐前进，慢慢向匪窝靠
近。在确定未被土匪发现后，杨子荣和
几名侦察员起身冲进木棚，大喊:“不许
动！”“缴枪不杀！”“举起手来！”看到有
土匪试图拿枪抵抗，杨子荣立即扣动扳
机。但由于天气太冷，枪针被冻，杨子
荣的枪没响，其他战士也纷纷开枪，均
未打响。这时，土匪向杨子荣开了一枪，
正中他的胸膛。杨子荣身体一晃，栽倒
在地。听到枪响，曲波迅速带人扑了过
来，各种长短枪支向土匪的窝棚猛烈射
击，土匪也在房内负隅顽抗。曲波又让
战士爬上房顶，向屋内扔手榴弹。经过
一番激战，土匪被全部消灭。任务完成
了，杨子荣却倒下了，战友们失声痛哭，为
失去一位英勇的侦察排长、一位好战友
而难过。这一天是1947年2月23日。

3月17日，部队为杨子荣和牺牲的
几名战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杨子荣
被授予“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他所在
的侦察排则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居住在黑龙江省海林市的老张要来旅游探亲，我负责接待。我说：“我就是
烟台的活地图加小导游，你要到哪儿去，我都全程陪你。”他说：“其他景点不太感
兴趣，我要先到杨子荣故居去看一看。”我问：“为何？”他说：“杨子荣出生在你们
烟台牟平，但牺牲在我们海林，我们海林市有杨子荣墓地和纪念碑，我经常去拜
谒。来烟台了，我更想看看杨子荣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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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