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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桥的穷铁匠

“叮叮当当”，打铁声此起彼伏，风箱不停地
吹着，火炉的火烧得更旺了，杨得志的脸被火光
映得通红。这就是杨得志熟悉的童年印象。当
时，他的家里穷得一无田，二无地，连住的两间茅
草破屋也是人家的。因为父亲和叔父是穷铁匠，
杨得志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打铁。一个风
箱，一个火炉，一个砧子以及一些锤子、钳子、火
剪，便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

这样一个贫苦家庭是如何孕育出开国上将
杨得志的？带着对杨得志的崇敬之心，我们从株
洲市区出发，探访位于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的杨
得志故居。

恰逢春雨绵绵，雨点不时往下落，恰如我们
追思杨得志将军的心情。如今，杨得志的故乡早
已物是人非，还能够找到他生活过的痕迹吗？

跟随导航，很快便到了杨得志故居。在一片
青翠环绕中，几栋青砖、灰瓦的古朴建筑静默在
细雨中。这里，山不算高，但绵延不绝，属典型的
湘东丘陵地形。杨得志 11 岁那年，因为家庭困
难，不得不离家十几里去替人家放牛，大约就是
在这起伏的山野间。

杨得志的侄孙杨春明，一直没离开过这片土
地，他目前是杨得志故居管理所的副所长。“以前
的小土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杨春明
说，2010年，株洲县（现株洲市渌口区）对故居进
行全面修缮，并增设了杨得志同志生平事迹陈列
室，现在已经对外开放。

旧 址 所 处 的
山间小土坡，如今
已 经 四 通 八 达 。
一条双向六车道
的渌湘大道从旁
经过，一座新的产
业园区在两公里
外拔地而起，绿色
秀美间，再添科技
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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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兵到高级将领

杨得志一生中到底打过多少仗？他的独子杨建
华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杨得志最开始回答说，“经
过战争年代的人不止我一个，谁都无法统计自己到
底打过多少仗。”后来，杨建华得到了父亲一个大概
的答案：“大大小小的战斗总数在千次以上。”

他的战斗风格，被认为是“敢打硬仗、恶仗、苦
仗”。在平型关战斗中，杨得志率领685团官兵和
兄弟部队一起，前仆后继与日寇拼杀，将日军第
5师团21旅团1000余人歼灭。这是全国抗战
以来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他率部奋勇突破临津江，给敌军以沉重
打击；尔后，又先后参与指挥部队在天德山、
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扭转劣势的战争奇迹。

在长达66年的戎马生涯中，杨得志
从一个手持梭镖的战士，成长为指挥千
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亲历了我军光辉历
程的各大阶段，立下赫赫战功。

那个战争年代中，他还一直坚
持写战斗笔记。参加红军前，出身
贫寒的杨得志没有上过学。1936
年和 1954 年先后在抗日军政大
学、军事学院短期学习，是他为
数不多的正式受教经历。能够
从士兵成长为一代高级将领，
一定程度得益于他注意在战
争实践中学习理论，总结经
验的习惯。每一场战斗后，
他都会把战斗时间、地点、
打法、进攻路线等一一记
录下来，仔细推敲。在他
逝世后，杨建华整理他
留 下 的 物 品 ，其 中 从
1930 年以来使用过的
战斗笔记本、经验总
结记录本，足足有几
大箱。

▶杨得志铜
像静默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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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庭，红色传承

杨得志故去后，他留下来的物品，其
中2.6万件（套）被后人捐赠给了各大博物
馆。在家乡的杨得志故居管理所，就保存
了近两千件。

从杨得志故居穿过竹林，再走一段路，
可以看到一座恢弘的建筑——渌口博物馆。
这个新建成的博物馆，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
米，设有杨得志上将生平业绩陈列展厅。一个
个篇章看过去，就能够看出他为人民征战一生
的传奇和忠魂。

他的革命精神也在家庭中传承下去。杨得志
一家是军人之家，改革开放后不久，社会兴起一股

“下海”潮，不少人脱掉军装去经商。杨得志把几个
子女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放弃从商的想法，继续为
军队服务，保家卫国。

他经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革命胜利了，但胜利
来之不易，我们的队伍壮大了，但牺牲的人远远多于活
下来的人！”没有经历过炮火连天岁月的人，可能对这
句话的理解不太透彻。在外公杨得志身边长大的杨蕾，
也是在后来才感悟到这句话的深切含义。

2020年初，中国爆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杨
蕾站在了战“疫”最前线。虽然是科室里年龄最大的党员，
杨蕾主动请缨第一个上发热门诊。“面对确诊病例天天增加
的事实，说不害怕、不担心那是假的。”但杨蕾不由地想起外
公，在那个战争年代里，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每天都是生死
考验。在汹涌的疫情面前，她终于感悟到外公所说的“胜利来
之不易”这句话的含义，下定决心要打好这场抗“疫”之战。从
2019年腊月二十七到2020年正月初八，她只休息了一天，疫情
期间共出了102次发热门诊。

正对着渌口博物馆，便能看到一座杨得志铜像。他正挥舞着
手臂，好似在慷慨陈词，观之令人心生敬意。戎马一生，魂归故
里。在杨得志铜像脚踏的这片土地上，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红色基因与自然生态相得益彰，对弘扬红色历史文化，促进经
济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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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长征到陕北后，曾寄过一张身穿红军军装的照片给他的姐姐桂泗。她收到后没敢让任何
人看，偷偷地藏在茅草房的夹缝里。

直到1950年，杨得志再回到老家探亲，她才敢把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拿出来：“这样的相片，让
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杨得志安慰道，“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

彼时，距杨得志离开株洲老家，已经20多年。
从井冈山红军战士、中央红军红一团团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历经66年的革命军

旅生涯，杨得志始终投身于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的历史洪流中。

杨得志的戎马一生：
从红军战士到解放军总参谋长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黄欣雨 通讯员 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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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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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鼠追冬去，金牛送春来。度过了欢
乐的寒假，沐着希望的春雨，晚报老年大学
开学啦！新学期，“犇”起来！一起解锁开
学的新姿势。

抬头、挺胸、收腹、力腰、提臀！一大
早，旗袍走秀班的学员已经练起了形体。
等到穿上旗袍，拿上羽扇，那种自信、那种
美丽，举手投足皆是风情。

“老师，儿子给我换了一个新手机，怎
么没有‘应用市场’呢？”学生们戴着老花
镜，认真跟着老师操作，有人还带着纸笔，
记录操作过程。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老年
人也不能落伍了。

不求白石声名著，只要心田快活栽。
一只小小的毛笔，一张薄薄的国画，可以给
生活寂寞的老人们带来好几天的好心情。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晚报老年大学多媒体教室不时传出
婉转悠扬的葫芦丝乐曲声。吹葫芦丝不仅
锻炼了身体，还让老人享受到了音乐带来
的快乐。

有歌怎能没有舞。“one two three……”
乘风破浪的奶奶们跳起舞来，动作灵活柔
美，舞姿优美，活力四射。广场舞、民族舞、
拉丁舞……奶奶们说没有我们学不会的。

因疫情缘故，很多人久居家中，如何增
强抵抗力、活络筋骨成刚需。马王堆导引
术简单易学，帮助大家抗击疫情，锻炼好身
体，共同战疫情。

新学期新气象，2021 年晚报老年大学
将努力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教学新模
式，扩增四个班级，开设电子琴班和交谊舞
班，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

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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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形体身韵会更美

▲国画班的学员在认真听老师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