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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抗战八年，平陆县黄庄一
直是块战略要地。无论是国民革命军
三十八军，还是四十七军，乃至八十
军，以及共产党、八路军，或是吴仲
六的抗日游击队，都在这里战斗过，
留下了许多战争遗迹。可是，由于此
地山高路远位置偏僻的缘故，在前段
笔者汇编中条山抗战史料时忽略了这
个地方，没有去实地踏勘，留下了一
些遗憾。2022 年元旦后不几天，挚
友翟战功向我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
说是在黄庄发现了几块残碑，其中有
一块是“为国成仁”，由三十八军军
长赵寿山亲题。这引起了我这个“抗
战迷”的极大兴趣，遂于 1 月 11 日一
大早邀集了好友、平陆县文物保护中
心主任马博文以及翟战功等共同驱车
前往探秘。

黄庄位于平陆县城东北方向 40
公里的深山老林中。据本是黄庄村原
住民翟战功讲，这个黄庄村在大集体
时，叫黄庄大队，是平陆县最偏僻、最
分散的生产大队，1600 余口人分布在
方圆 84 平方公里的 126 个自然村，总
面积占到全县面积的十二分之一，相
当于如今一个乡镇的面积。多数自然
村只有一两户人家，因为黄庄自然村
人多些，有一百多口人，故叫黄庄大
队，而真正的大队办公地点却在老君
庙自然村。老君庙位于黄庄村正北 5
公里远的一道河谷里，因有一座千年
古刹老君庙，故称。如今当年的大队
部、供销社、七年制中学等遗址还在，
但早已人去屋空，只剩些残垣断壁。
当年香火颇旺的老君庙，虽然倚山而
建，雕梁画栋，颇具规模，却因为庙前
修了条护林公路而悬在半空。老君不
知何处去，老君庙里可藏雀。

翟战功告诉我们，如今由于并村
迁户，黄庄人早已去了县城和移民新
村居住，只有黄庄和刘家岔两个自然
村还各有一户共 4 口人，守护这高山
峻岭和万千乡愁。我们按照翟战功的
指点，从几乎无路可寻的山沟里爬到
黄庄村山顶时，天气晴好，太阳高照，
蓝天白云，无一丝风吹。放眼望去，四
周崇山峻岭此起彼伏，逶迤如千峰骆
驼，绵延不绝。好一派北国风光！中
条山脉的著名山峰莲花台、锥子山、峨
罗山，近在咫尺，拱卫在前。峻峰突
兀、群山环绕、关隘遍布、易守难攻，这
里绝对是杀敌灭寇的好战场。怪不得
当年赵寿山将军率领十七师的近万名
陕西冷娃在这里御敌近三年时间坚如
磐石，确保中条防线不失，被一战区司
令 长 官 卫 立 煌 称 为“ 中 条 山 的 铁 柱
子”。可是，接防他的孔令恂八十军有
两师之众，人数更是陕军的两倍，却在
1941 年 5 月 7 日敌军进攻时没能守下
24 小时。这两支部队原本同为陕军，
就因为赵寿山亲共被视为杂牌，孔令
恂亲蒋被视为嫡系，战争结局却大相
径庭。

我们无暇欣赏这大好河山、评论
是非成败，还是查寻墓碑要紧，赶忙循
着山间小道往黄庄走去。热情好客的
黄庄村村民董建国夫妇听说了我们的
来意，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淳朴和实诚
赶忙让坐。我们一眼看到置放在柴火
堆旁的四块墓碑，来不及喘歇，连忙擦
净尘土，仔细辨认。这是四通用石灰
岩镌刻的碑刻。

经我们拭净泥土仔细辨认，现存
碑文已有残缺，部分碑文不存。碑刻

既已查验，我们便询问起董建国夫妇碑
的来历。50 多岁的董建国告诉我们，这
几块碑具体在哪儿发现的，他并不清楚，
只有父亲和伯父他们知道。可是这两位
老人现都已移居到位于晴岚的黄庄移民
新村去了。山里没有信号，手机联系不
通，看来还得见了几位老人才能问个究
竟。不过，董建国告诉我们，他听老人们
说过，当年三十八军的十七师师部就住
驻扎在黄庄村的豹子坪一带，赵寿山的
夫人黄居仁和一干家眷们便住在他们这
里，十七师的后方医院也在这里，在前线
打仗和在医院伤重不治而牺牲的官兵遗
体应当就掩埋在门东边的地里。老人们
早年在耕地曾发现过碎砖烂瓦，而黄庄
人自古以来倚山就势打窑居住，从未有
住过房屋，何曾用过砖瓦？根据这四块
碑刻的现存文字，我们分析这里可能有
一座大型国殇官兵公墓，可是却未曾发
现刻有阵亡将士英名的墓碑。这里边肯
定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破解。

临走时，董建国又告诉我们一条重
要信息，在他门下的山沟里还有一座国
军的弹药库，当年被日军引爆，但还有未
使用的炮弹、子弹、枪械。他们家舀饭的
铜勺便是捡的子弹壳所造。我们看见他
用了十几年的铜勺仍然金光闪闪宛如初
置，便又多了一份心思，下次一定要去军
火库看看，一探究竟。

返程路上，几个人七嘴八舌谈开了
各自的看法。1938 年 3 月 8 日，日寇侵
占了平陆县城，先前驻守在这里的宋哲
元二十九军按蒋介石的命令未开一枪，
便撤往河南。由于宋将军不愿背负“不
抵抗将军”的骂名，便去了夫人的娘家四
川 绵 阳 隐 居 ，后 于 1940 年 4 月 5 日 病
逝。宋哲元部撤走后，川军名将李家钰
于 1938 年 5 月率部初到平陆，赶走了盘
踞在平陆的日军后，他的四十七军便驻
守在张店、晴岚一带。赵寿山于 1938
年 6 月参加完中条山东部垣曲县的西阳
河战役后，率十七师进驻平陆县黄庄一
带 ， 把 守 中 条 山 西 部 防 线 。 1939 年
初，以孙蔚如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成
立，下辖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李兴中的

九十六军、李家钰的四十七军，共计三个
军四万余人。1939 年 3 月，敌五千余众
向张茅一线进攻，赵寿山率十七师与敌
激战于部官大臣村 （今太臣） 致敌溃
退。1939 年 6 月 6 日，日军九路围攻中
条山我西部防区，赵寿山率三十八军及
孔从洲的独立四十六旅驰援李兴中部，
击退进攻日军，解了李军之围，取得

“六六”战役胜利。1940 年 4 月 17 日，
日军又纠集一个师团向三十八军军部望
原村进犯，被三十八军重兵伏击，仓皇
撤退。此后日军龟缩运城，直至同年
10 月第四集团军奉调豫西前，日军再
未向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此，
赵寿山部在中条山坚守两年零四个月，
歼敌无数，其中大多数时间防守在夏县
至平陆的关键部位黄庄一线，故此才有
黄庄国殇公墓之修建，也有了这四通弥
足珍贵的碑刻。

我们分析，这个掩埋有上百人的英
烈公墓，包括历次在中条山作战中阵亡
的陕军将士，不仅有在黄庄本地阵亡的
官兵，也有在部官大臣牺牲的军人，故
而才有这两通英烈碑。可惜的是，这几
通碑上没有刻上烈士英名。

我 们 回 头 再 仔 细 想 ，这 也 事 出 有
因。一是黄庄位置偏僻，根本没有刻碑
工匠，这四通墓碑全是在山下的圣人涧
或者茅津渡镌刻，然后由人或牲畜运上
山。根据测算，每通碑只有 20 公斤左
右，长途搬运比较方便，同时也容易镶嵌
在墓墙上。二是战争年代条件有限，何
况阵亡将士前后历时两年之久，遗体只
能随时掩埋。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出 于 保 密 考 虑 ，或 许 不 便 刻 上 烈 士 姓
名。但这些只能是揣测，而不是定论。
要真正解开这公墓之秘，还需要做大量
工作。所以这次探秘只能画个逗号而非
句号。

近来到过大河庙水库的游客，可能
会有惊奇的发现：路边新矗立了一通抗
日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两边分别是

“气壮河山”“为国成仁”八个大字，由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亲题。
中间是有关中条山抗战的碑记，共 198

个字，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
师 官 兵 于 民 国 二 十 九 年（1940 年）立
石。其实，这通纪念碑是复制碑，原始碑
只有 40 厘米×60 厘米大小，而且是块残
碑。原碑的下半部分少了二十几个字，
是笔者根据碑文大意添加上的，不知谬
否，还请各位方家教正。现在完整的碑
文如下：

这通国殇公墓纪念碑的碑文，可能
出自原三十八军的秘书宋琦云、柳乃夫、
温鹏久哪位大家的手笔，碑文言简意赅，
主题鲜明，扼要记述了三十八军第十七
师官兵在黄庄一线的抗日事迹。因为碑
文不是文言文，一般人大多能看得明白，
勿须笔者画蛇添足，在此赘述。不过有
两点还是需要啰嗦两句。一是此碑是迄
今为止在中条山所发现的唯一一通由军
长级别官阶亲笔题写的烈士纪念碑，更
显得弥足珍贵，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传
承价值。二是碑文中“敌寇数度犯我防
地，九战后，敌以盈万之众，向我扫荡进
攻，我忠勇将士迎头痛击，于（予）敌重
创，日军损失惨重，纷纷北溃”。

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三十八军在中
条山防线黄庄一带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先后击退了日军九次进攻，这与《中条山
抗战史料汇编》所述一致。而《汇编》一
书出版之前并未发现此碑，更未录入此
文，但历史竟如此巧合，迭经曲折，终在
这里相会。其实，说起这通碑的来历，真
还有些话要说。去年年初，还在中条山
春寒料峭、万木萧疏之时，我们便得知平
陆县黄庄发现有三十八军遗留的四通抗
战纪念碑。去年初秋开始，我和刘学东、
葛军贤、葛石虎几位“抗战迷”，先后五上
黄庄，在黄庄原住民董玉魁、淡存才、董
建国等人的引领下，才终于寻见位于黄
庄的国殇官兵墓地。

这块墓地位于一个名叫阳坡的小自
然村。这里坐西朝东，避风向阳，面对巍
巍中条的主峰锥子山、莲花台，和位于黄
庄村的三十八军前线指挥部毗连。粉碎
日军九次围攻而在黄庄一线牺牲的数百
名官兵先后埋葬于此。他们没有留下姓
名、年龄和籍贯，是一群为国捐躯的抗日
英雄。如果不是有这几通残碑在，事过
境迁，物是人非，恐怕早已被人们忘记，
他们的英雄事迹恐将永远沉寂在巍巍中
条而不为人所知晓。

既然历史让我们相遇，我们这些后
人就应当让他们永存。“青山处处埋忠
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醉卧沙场君莫
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长眠于此
的数百名烈士或许是来自三秦大地的热
血冷娃，或许是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
子，或许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或许是桑梓
的厚望和期待，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
生死存亡，为了锦绣华夏的寸土不失，为
了万里长城的千秋永固，用最落后、最原
始的武器同日寇对垒，最后壮烈牺牲于
此。他们永远回不到三秦大地，永远见不
到倚门而盼、望眼欲穿的白首双亲。而如
今八十几年已然过去，他们却仍然寂寞
无闻地躺在这冰冷的荒郊野外，不被世
人所知，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公道，也很
不应该！有鉴于此，我们便会同运城中
条山抗战资料馆的同志们，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黄庄烈士公墓的对面竖
立了这通高一米八、长一米五，用黑色
花岗岩镌刻的复制碑，用最传统也是最
隆重的方式来祭奠他们。让烈士们青山
相伴，倚石安眠。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
的人记住他们——一群永远“不死”的
中条山抗战英雄。

不朽的丰碑不朽的丰碑 不灭的英魂不灭的英魂
■秦邦道

本报讯 （记者 游映霞） 8 月 18
日，我市剪纸非遗传承人李惠芳剪纸
传习基地在盐湖区安邑街道南杨家庄
村成立落地。

李惠芳今年 58 岁，原是盐湖区
北城初中的一名退休教师，现担任
我市剪纸协会副主任，是山西省工
艺美术学会会员、山西省剪纸协会
会员等。从 2008 年开始从事剪纸艺
术创作，她有大量作品被发表或收
藏，并在全国各类剪纸大赛获得多
个奖项。

传习基地分为艺术陈列区、剪纸
工作室、文化交流区、剪纸接待室
等，具备剪纸展览、艺术交流等功
能。展陈区布满了李惠芳近些年的个

人剪纸艺术作品 《德政千秋 美梦成
真》《欢乐童年》《安居乐 业》 等 ， 特
色鲜明，主题多样，栩栩如生。她研
究开发的剪纸文创作品独具一格，折
扇 、 团 扇 、 摆 台 、 挂 件 等 也 予 以 展
出，这些作品体现了她对河东文化的
理 解 和 想 象 ， 承 载 着 她 对 生 产 生 活 、
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

惠芳剪纸传习基地位于古朴的南
杨家庄村内，村子临近风光旖旎的鸭

子池，村内散落着零星的古院落。“以
前 从 全 国 各 地 来 的 盐 工 落 户 到 这 里 ，
他 们 依 靠 盐 池 生 活 ， 编 制 苇 席 为 生 。
经过时间演变，外来的乡土风情与本
土文化融合，衍变为运城盐文化的一
支，这里的自然环境、乡情民俗、历
史底蕴将为我的剪纸创作提供灵感。”
李惠芳说。

“村子里也有喜欢剪纸的乡亲，剪
纸基地在村里落地，为他们提供了学习

剪纸的契机，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学习到剪纸艺术。”南杨家庄村相关责
任人说。

传习基地是李惠芳个人工作室，更
是盐湖区剪纸技艺传承教育基地，为广
大群众搭建了解剪纸、参观学习的平
台。“剪纸是一门手工技艺，每件作品
都凝聚了我们手工艺人的匠心，对我们
来说，剪纸的文化价值极为宝贵，让剪
纸文化传承下去是十分重要的使命。”
李惠芳介绍，之后将每周开设公益剪纸
课，现场传授剪纸技艺，还将组织各种
形式的剪纸艺术进社区、进乡村、进校
园活动，讲授剪纸技艺，传承剪纸文
化，让剪纸文化能够传承和发展，为我
市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惠芳剪纸传习基地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运
城市盐保中心与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
司召开盐湖地质结构座谈会，市盐保
中心中条盐池地质馆受赠了 4.8 亿年
盐岩标本。

长庆油田公司副总地质师席胜
利，勘探开发研究院风险勘探研究所
副所长任军峰，高级工程师白海峰、
马 占 荣 ，中 国 石 油 东 方 地 球 物 理 公
司 研 究 院 长 庆 分 院 余 小 雷 ，中 国 地
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第四纪地
质和生态与气候研究室副主任李振
宏教授，盐保中心主任孙冬青等相关
人员参加。

座谈会上，长庆油田公司副总地

质师席胜利介绍了长庆油田资源产量及
发展历程；李振宏教授根据区域特征系
统介绍了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
沉积期岩相古地理及其控储效应、奥陶
系马家沟组与下伏寒武系、上覆石炭系
以及岩相古地理及演化过程、盐湖区域
地质构造、沉积特征等，为运城盐湖科
学治理与开发提供基础地质建议。

长庆油田公司向运城市盐保中心无

偿捐赠了在陕西榆林市米脂县天然气探
井 2700米深处钻探的氯化钠纯度 99％的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石盐岩
心。

参会人员先后参观了中条盐湖印象
厅、中条盐湖生物多样性展馆、中条山抗
战资料馆、中条盐湖地质馆、中条盐湖文
史馆、悦来阁等，大家感叹地说，市盐保
中心创建了中条盐池系列馆阁，这次将

地质珍品石盐岩心存放在“盐保”这个公
字号的大馆阁里，就是为了让它得到更
好的永久性保存，让“古迹”真正“活”起
来，这对于盐文化研究和盐湖保护都将
起到较大的作用。

盐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由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捐赠的地质古迹
石盐岩心是对盐文化和古文明研究所作
出的贡献，这一捐献风尚值得倡树学习。
中心工作人员之后将对捐赠的珍藏品
统一编号、布展，充分发挥展品的价值。
同时，呼吁社会广大爱心人士积极热情
地为中条盐池系列馆阁捐赠藏品，持续
丰富馆藏内容，推动华夏盐湖文化守正
创新、继往开来。

4.8亿年盐岩标本进入
市盐保中心中条盐池地质馆

在当前我 们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总书记考察山西运城重要指示精神
的热潮中，运城市档案馆和运城市
档案局出品的《长思远谋》（五卷集）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市
档案馆馆藏再度增添了一部存史资
政育人的好教材。

作为总策划，我编著这部以王
长远先生为主人公的一百万字《长
思远谋》（五卷集）大型图书，既感荣
幸又觉压力山大，仰望王长远主任
所策划出书二百部，自感班门弄斧，
关公门前耍大刀！他年岁和我相差
三十，却是不谋而合、一拍即合、志
投意合的忘年交。三十年桐乡人君
子之交，创意策划“拿笔杆”的共同
特质，成为我们友谊长青的吸引力
法则。在此说明一点，他拿的是“大
笔杆”，我拿的是“小笔杆”。他是土
生土长的“文化大家”“策划大师”。

工作原因我和长远主任关系甚
密。时任闻喜县委书记王水成和王
长远、温海龙三人通过一年市场调
研，编著完成的《商机创造》由中国
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洪、著名经
济学家钟朋荣高度赞誉并分别作序
全国推荐，全国著名演讲家景克宁
以 《开启智慧之门》 作了书评。随
后，长远主任为海鑫钢铁、银光镁
业、森特煤机等企业策划了一个个
成功案例，印象中的他又多了一个

“经济学家”标签。
长远主任系抗日英雄王寿山之

子，红色革命后代，伴随着新中国成
长，他善思多谋献计有策。他永远奋
进在不负韶华的人生路上，时时处
处心系人民群众，策划发展路径，智
援经济腾飞，书丹红色江山，雕刻英
雄人生。尤其近年来与他合作编研
50 万 字 的《红 色 档 案 故 事·闻 喜
篇》，他发掘 200 个红色故事“十年
磨一剑”的精神折服了我。峥嵘岁
月、沧海桑田，年近八旬的他亦然谈
笑风生、精气神旺、信心满满，他成
天钻进稿纸和图书堆里，甚至后冬
雪里天滑倒摔伤，手臂缠着绷带还
不丢下笔歇口气，全然一副“小车不
倒尽管推”的英雄精神，受人敬仰。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职或
退休，他长年累月不计成本奔波在
策划创作路上，躬身伏案，笔耕不
辍，绞尽脑汁，勇毅前行。他情系“三
农”一线惠顾民生，为农业丰收献计
献策，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为农民
幸福赞歌对策；他情投企业经营上
门帮扶，建立一整套企业外交新学
科，提出一道道商机创造新理念，打
造一个个企业逆境出英雄新神话；

他情注县域发展目光超前，全国最早
提出县域经济新概念，敢给国家部委
纳真谏献真言，谋划出人才经营新王
道，研究出改革发展新路径；他情洒红
色事业初心不改，不畏千里迢迢北上
南下采访红色人物，不怕千辛万苦挖
掘红色资源，不惜千言万语交流红色
心声，不吝千锤百炼铸就红色丰碑；他
情定文化自信毫不动摇，策划出闻喜
首家农村廉政文化教育馆，挖掘出闻
喜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成功策
划出《闻喜文化大典》纲要，编纂出“中
华魂·英雄中国”丛书十三卷、“中华
魂·道德中国”丛书十卷、“名言中国”
系列丛书十八卷；他情倾史志事业求
真务实，主笔编纂出《中国共产党闻喜
历史（第一卷）》和《闻喜革命老区发展
史》，编纂的部门行业志书十几部，建
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磁盘阵列”。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长远主任 60 年间策划图书 200
部，摞起来大大超过他本人身高。运城
市档案馆和闻喜县委联合召开了《红
色档案故事·闻喜篇》出版研讨会，并
向长远主任赠送了书法作品中堂联，
我还清楚记得所赠对联：“忠守江山就
是人民；书丹人民就是江山。”中堂：

“逸群绝伦大智慧，铁血铸魂树丰碑。
赤胆忠心留青史，笔耕不辍写春秋。”

王长远同志以对党忠诚、热爱祖
国、挚爱人民的情怀，时刻紧握饱含真
善美德、雕刻历史页码、塑造红色精
神、筑基英雄丰碑的笔杆子，掌握着一
串串打开智慧宝库之门的金钥匙，为
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作出了贡献。
他所策划的百余部经典文案可作为各
行各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出版
的专著就是闪耀智慧光芒的经典宝
藏，他的成功人生本身就是我们年轻
人努力的方向。

纵观长远主任几十年来为组织、
为集体、为公干、为百姓，所谋划、所策
划、所计划、所规划的文案课题，林林
总总、美不胜数，然对其本人经历却从
来忽略，由此编纂《长思远谋》（五卷
集）亦是补长远主任本人“铁匠门上无
关，木匠门上无栓”的空白。百万字巨
著《长思远谋》共分《激情策划路》《媒
体报道选》《百卷著述集》《影像岁月
歌》《书画褒奖韵》五卷，浓缩了王长远
同志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至今 60 余年
间，他策划的、他撰写的、他开路的和
赞誉他的、传播他的、记述他的生命符
号掠影与精彩历程回放，也是从多维
度给王长远以真实立体的画像。这便
是我策划编纂王长远著述评传《长思
远谋》（五卷集）的初衷。在此，我谨祝
王长远这位学问大师、策划大师、文化
大家、经济学家，身体康健，晚年幸福！

印象长远
—写在王长远著述评传《长思远谋》（五卷集）出版之际

■冯英伟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
河桥。”传说，牛郎织女会在每一年
的阴历七月初七，走上鹊桥，相聚一
次。七夕，一年一度的相聚，彼此相
爱的两个人终于等到这一天，长久
的相思终于等来这短暂的相聚。

每到这个特殊的日子，空气中
弥漫的花香充盈着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无论男女在这一天都希望和自
己所爱之人共同记录温馨时刻，共
度美好时光。

七夕节也叫作“乞巧节”，是中国
传统的节日。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说
这一天在院子的葡萄架下放盆水，就
能看见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也能听见
他们所说的话。每到七夕这天晚上，
我就兴冲冲地端盆水，等在葡萄架下
去看传说中的牛郎织女。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美丽的传
说赋予了平淡生活无限的浪漫和想
象，也传递着世世代代人民，对真爱
的无限向往和期待。

古人也用最美好的诗句来描述
这美好的节日，“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盈盈一水间，脉
脉不得语”“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
并在此宵中”“两情若是长久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当然现在我们常

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来形容我们
最纯真的爱情，期望自己和所爱之人
能天长地久，共度余生。

但你知道吗，“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最初并不是形容人们的爱情。这
里还有一个典故，“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源于《诗经》“邶风”里的《击鼓》篇，
原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它的意思是，无论生死
离合，我与你立下誓言，拉着你的手，
和你一起老去。这并非是一首爱情
诗，而是描写战士们在上战场之前立
下的誓约，表现出了“今日我与你一同
奔赴沙场，无论生死都要在一起，同甘
共苦”的兄弟情谊。然而，在现代，则
被衍生成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代名
词，寓意爱情的纯真和永恒。千百年
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多少词汇老
去，这个词却依然焕发着让人怦然心
动的生命力。

是啊，爱，让彼此的心更加靠近，
让彼此互相依靠互相信赖。爱，让人
们就算面对困难，仍然勇往直前，让人
们共同披荆斩棘，走向鲜花。

爱，是人间永恒的话题，是最美的
情感；是人类忠贞不渝，永远的追求；
是至善至美的最终归宿。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话 七 夕
■王江婷

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亲题的“为国成仁”碑 一七七师敬立之“□□河山”残碑

大臣战斗纪念碑（残） 黄庄抗战纪念碑（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