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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走出的著名红军将领（三）
———追忆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牺牲37年后魂归故里分别50多年夫妻终“相见”

������自从严图阁外出投军， 家里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对家人来说，他生死未卜，在哪里一直是个谜。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严图阁的传言四起。 有人说他参加
红军早牺牲了，有人说他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 寻找严图阁的确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
程。 严图阁无儿无女，重任就落在妻子马老太太和侄子
身上。 严图阁的亲属发誓要找到他的下落。 为实现这个
诺言，严图阁的侄子开始了艰辛的寻访之路。 后来，根据
打听到的一些信息，他曾两次奔赴北京找到严图阁当年
的战友傅秋涛，最终知道了严图阁的消息。

现在， 平江这座严图阁烈士墓其实是一座衣冠冢。
他真正的陵墓在沈丘县烈士陵园。

就在这座墓前，罗精华向众人深情地讲述了多年前
寻找严图阁遗骨的经历———

1973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 平江县嘉义公社芦头大
队孔凡喜家里来了几位陌生客人。 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孔
凡喜说，这些人是上面来的干部，要他配合寻找一个人
的坟墓。 当时，随行者中，有位 70 岁左右的白发老妇人
操着很浓重的河南口音， 一位是说平江话的 60 多岁的
女同志，还有沈丘县委派来的同志。 他们要寻找的就是
当年埋葬严图阁的地方。

那位说平江话的女同志叫朱引梅，她爱人正是严图
阁的战友涂正坤 （红军烈士，1937 年曾任湘鄂赣省委书
记）。 当年埋葬严图阁时，她同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都
在场。严图阁牺牲时，朱引梅 25 岁。朱引梅说，严图阁牺
牲后，由于情况紧急，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孔凡喜的父亲
孔庆贵将严图阁遗体抬到一棵大树下面匆匆下葬。 为了
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刨尸， 他们还在坟头上盖了很多树
枝。

那位河南口音的老妇人就是严图阁的妻子马老太

太。 严图阁结婚 3 天就走了，留给新婚妻子的只有一句
话———“等着我。 ”从此，他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过。

漫长的岁月里，马老太太忘掉了许多， “等着我”三个
字始终刻在心里。 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丈夫的消息，她又
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不会丢下她。 “我不相信他不要我
了，总觉得他哪天就回来了。 ”一想到丈夫心里就难受，这
些年她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

马老太太等待了严图阁 50 多年，直到 1973 年，她才
得知丈夫早已牺牲在湖南平江。 此番来平江寻找丈夫遗
骨时，她已是满头白发。

一行人从孔凡喜家走了 20 多华里， 来到了桐木洞
一户人家，户主叫鲁忠恒。 大队党支部书记向他说明了
来意。 第二天一早，由朱引梅带领，孔凡喜、鲁忠恒拿着
砍柴刀边砍边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同志随后。 将
近一个钟头，大家终于来到鹰嘴岩。 朱引梅告诉大家，严
图阁由于身受枪伤，又患有肺结核，只好藏在这里一边
养伤一边指挥作战，当时只有湘鄂赣省委的同志才晓得
这个秘密地点。

在一个土堆前，朱引梅说：“这里应该是严司令员的
坟。 ”经历 37 年风吹雨蚀，这个土堆已不很突出，如果不
是亲自参与安葬严图阁的朱引梅确认，谁也想不到这是
一座坟。 孔凡喜和鲁忠恒将坟头杂树砍开，小心翼翼地
往下挖……由数根树木组成的墓葬出现在眼前。 他们把
腐木取出，里面的遗骨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路上，马老太太沉默无语。 看见遗骨后，她说，严图
阁曾镶过一颗金牙，要孔凡喜找找那颗金牙，来确定遗骸
是不是严图阁。 朱引梅回忆说，严图阁有一颗金牙，军装
上的扣子是铜的，如果这两项吻合，这具尸骸就是严图阁
无疑。 孔凡喜从腐棺里取出头骨，将一颗金牙拿出，并在
腐烂的衣物下面，找到了 4颗铜纽扣！

看到眼前这一幕，马老太太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
来。 同行的人谁也不忍心劝阻她，只是陪着她流泪。

过了一阵儿，马老太太哭不出声了，喃喃自语：“等

着你，等了一辈子。 ”50 多年了，青丝熬成白发，她终于见
到了丈夫。

朱引梅既兴奋，又悲伤，兴奋的是 37 年后终于见到
了她的领导、她的战友；悲伤的是 33 岁的生命竟长眠这
里 37 年。

孔凡喜小心翼翼地将严图阁烈士的遗骨装入用松

木做好的木盒里，然后将木盒子庄严地放在坟前，其他
几位同志站在盒子前鞠躬或行军礼。

朱引梅在行过军礼后含泪说：“严司令员， 今天你们
老家沈丘的人来接你了，你的妻子接你来了。 你的英灵要
保佑我们芦头、我们平江、我们中国平平安安，要保佑我
们国家强大！ ”她哭了，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回想 40
年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是何等轰轰烈烈！ 严司令员与他
的战友、她的丈夫涂正坤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而今，中华
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人民已翻身得到解放。 “你的理想
已经实现了，严司令员，安息吧！ ”

孔凡喜将带来的一挂鞭炮点燃，噼噼啪啪的声音就
像当年战斗的枪声，在芦头桐木洞响起。

人间最美不过返乡回家之路。 马老太太从墓穴里抓
起一把泥土，装进一个布袋里，她要把渗透丈夫鲜血的
泥土带回老家。

一行人要离开了，马老太太依依不舍，她最后一次
凝视丈夫牺牲的地方，想把这些都装进心里。

下午，烈士遗骨由平江县委移交给沈丘县委……
后来，沈丘人民以最高礼遇把严图阁安葬在沈丘县

烈士陵园。
严图阁妻子马老太太享受红军烈士遗属待遇， 县里

给予她生活上一些照顾，让她安度晚年。 20世纪 80年代，
守寡 60多年的马老太太，带着对严图阁的思念离世……

花好月圆时，怎能忘记英烈。 众多英烈的牺牲换来
的是今日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谁能想象，烈士付出的背
后，又是怎样的苦难。

看到当年国民党杀害革命者及其家属的残酷手段，
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血雨腥风中 ，人们要反抗 、要起
义，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为敌人太残暴。

将心比心，谁能理解烈士生前的痛苦，谁能理解烈
士家属的痛苦……自参军后，严图阁就再没有和家人联
系，或许他是用无声的语言，展示心中的大爱———他不

想因为自己参加革命而让家庭受到连累。 严图阁的故
事，让人感动，令人心酸，也让人看到了革命者舍小家、
为大家最真实的注脚。

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会有更多人来这里缅怀先烈，
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红色文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书写
新的篇章。

（本文参阅《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周口党史人物
传》、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资料和苏进、张藩等人回
忆资料。 ）

采访札记：跨越千里，寻找初心。 从河南省周口市沈
丘县到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一路采访有关红军将领严
图阁的往事，如同捡拾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碎片，虽历经
岁月千淘万洗，但拭去表面的尘土，依然闪耀着耀眼的
光芒。

宁都起义后，严图阁选择参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
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保卫湘鄂赣。 白色恐怖岁月里，
他和战友们转战罗霄山深处，披荆斩棘，鞠躬尽瘁。 这里
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见证了严图阁的英雄气概，他不
愧为忠肝义胆的民族脊梁。 严图阁受到湘鄂赣人民的爱
戴，同样受到家乡人民的爱戴。

历史的车轮滚滚，和平年代的人们更应该铭记国家富
强这一段历史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严图阁的故事充满悲壮
和震撼，厚植了爱党、爱国的初心情感，让人感动的同时，给
人以无穷的力量，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①6

������汽车在山中盘旋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
目的地。 盘山公路尽头正前方就是严图阁烈
士墓地所在地。 公路正好修至此处，极大地
方便了游客来此参观。

大山深处的这个景点别样红。 在通往
墓地的台阶上，覆满苔藓，两旁的大树遒劲
挺拔。登上台阶，小广场上就是严图阁烈士
墓。广场四周，山花烂漫，山泉轻吟。严图阁
烈士墓呈圆形，墓碑上刻有“严图阁烈士之
墓”，字上方鲜红的五角星熠熠生辉。 陵墓
正前方， 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迎风飘
扬，猎猎作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束花儿
放在墓前，敬献时间并不长。 由此可见，人
们没有忘记英烈。

烈士虽死，精神永存。在严图阁烈士墓
前， 记者一行庄重地三鞠躬， 轻轻擦拭墓
碑，表达了对烈士的敬意和缅怀。曾经破碎
之山河，已是赤旗之天，国富民强，英魂足
慰矣。

顺着严图阁墓向上沿台阶攀登，在“工
农红军司令部”指示标牌不远处，只见一块
巨大的岩石突兀而出，极像鹰嘴。巨石遮风
挡雨，下面不足三四平方米的地方，就是鹰
嘴岩指挥部。如此偏僻的地方，战争年代恰
好是绝佳的隐藏地。

鹰嘴岩由深深扎根岩石，高大挺拔、郁
郁葱葱的两棵大树托举，甚有“力拔山兮气
盖世”之豪迈。 两棵大树历经风雨，见证了
当年红军将士的艰辛和苦难。 几块磨平的
石头， 曾经是严图阁等人席地而坐商讨军
机的办公桌。

记者绕树一周， 轻轻抚摸长满青苔的
硕大树身，试图找到严图阁的手印。

感谢顺着巨石渗下的山泉， 当年曾经
滋润了严图阁干裂的嘴唇。

感谢浓密树叶里筛下的一缕阳光，带
给了伤病缠身的严图阁最后的温暖。

记者一行久久不愿离开。严图阁，让人
尊敬的革命前辈， 征战沙场客死他乡的英
雄，家乡人拜谒你了，我们有很多话想对你
说。

鹰嘴岩下，有当地群众供奉的香炉。他
们应该是感谢共产党、 感谢红军给群众带
来了幸福生活！

什么叫艰苦岁月？ 鹰嘴岩指挥部还原
了当年的情景，让大家看到了答案。临时搭
建的四面透风的小木棚就是严图阁和战友

们指挥红军游击作战的地方。 木棚上挂有
严图阁和战友们的简历匾牌、照片或画像，
依次是开国上将傅秋涛、开国上将钟期光，
烈士涂正坤、严图阁。 他们坚守这里，仿佛
正向来人述说苦难的辉煌。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面对此情此景，
一切尽在不言中，心灵都会受到强烈震撼。

远眺长天，山峦苍翠欲滴。 鹰嘴岩旁，
瀑布轰鸣飞溅。 立于此处，尚感红军犹在、
号角犹闻，顿生万丈豪情。

重大革命事件和重要革命人物， 孕育
了平江强大的红色基因。 平江十分重视红
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罗精华说，多年前，
平江县在此重修严图阁烈士墓， 以示永久
纪念。这座陵墓已赋予新的内涵，作为平江
县委党校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 让学员来
这里参观学习，引导学员传承革命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激发爱国报国之志……

（上接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