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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曾转战沂蒙的陈毅元帅满含深情地说过：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我陈毅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革
命战争的支援。”

8月13日，记者站在红嫂祖秀莲的墓前，聆听
着祖秀莲舍命救助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郭伍
士、郭伍士认母报恩19年的故事，不禁想起了陈
毅和他的小说《归来的儿子》。

小说是陈毅1925年写的，主题是纪念母亲。
谈到创作动机，陈毅曾说：“我心上有一个结，
永远也解不开，这结便是我的薄命母亲打下
的。……我远隔山河的父母哟！我凭这一点‘念
念’报偿你们养育的劬劳罢！”

祖秀莲和郭伍士分别于1977年和1984年故去。
曾经多次采访过他们的临沂市作协原主席，78岁
的魏树海向记者讲述了祖秀莲舍命救助郭伍士的
故事。采访中，魏树海几度哽咽。而郭伍士的女
儿女婿，以及郭伍士的邻居，谈起故去的两位老
人也是唏嘘不已。

第一幕：舍命救子

时间回到1941年11月6日，郭伍士被派往沂水
县南墙峪一带侦察敌情。当时，5万多日军正采用
“铁壁合围”的战法对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残酷的
大扫荡。在沂水县院东头镇桃棵子村挡阳山下，
郭伍士与一队日军遭遇。

郭伍士寡不敌众，负伤倒地。日军又朝郭伍
士开了几枪，并把刺刀刺向了他的肚腹，以为郭
伍士死了，才扬长而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放羊的南墙峪村村民张
恒兰远远地看见一个身穿八路军制服的人在地上
蠕动，那时的郭伍士满脸是血，白花花的肠子从
腹部的伤口流出，但是还有气儿。郭伍士已经疼
得昏迷了，张恒兰急忙将流出的肠子塞回郭伍士
的肚中，并撕下衣服给他包扎伤口。之后，张恒
兰唤醒郭伍士，指着桃棵子村的方向，让他找一
户人家躲起来。

鬼子进村，村民们纷纷跑到山上躲藏。祖秀
莲的丈夫张文伦得了疟疾，行动不便，夫妻二人
只能关紧院门，躲在家中。

听着枪声越来越远，祖秀莲就出门倒水。一
开院门，眼前一个血人，她吓蒙了，手中的瓢
“当啷”掉到了地上。

仔细看了一下衣裳，祖秀莲发现这是一名八
路军战士。如果让日本人发现，不仅这名八路军
伤员会没命，整个村子也会遭殃，来不及多想，
祖秀莲将郭伍士扶到了院中。

郭伍士失血过多，口干舌燥，进了院门就指
指嘴又指指黑燎壶，要水喝。祖秀莲从水瓮里舀
了一瓢凉水。

丈夫张文伦大喊：“老婆子，有血伤，喝凉
水，人就活不了！”

祖秀莲连忙去锅灶下烧水，草不敢添多了，
添多了烟大，怕鬼子发现。

温水用小盅子往郭伍士嘴里喂，却发现水根
本喂不进去。原来，敌人的一颗子弹从郭伍士嘴
中穿过，从脖子穿出，郭伍士的牙齿全被打掉
了。祖秀莲倒抽一口冷气，心想：子弹稍微一
偏，这孩子就没命了。

祖秀莲把郭伍士嘴里的牙齿取出来，可水还
是喂不下去，她又从咽喉里抠出了一块血块，郭
伍士才将水喝下。

此时，村子西边的山上还有枪声，祖秀莲和
张文伦担心日军会再来村里搜查，就把郭伍士藏
到了家里的柴火垛中。

日军离开后，祖秀莲和村民将郭伍士藏在村
西头两块巨石下的一个洞中。为了让郭伍士尽快
恢复，祖秀莲抱着家中的鸡到邻村换了小半袋
面，每天做面糊喂郭伍士吃。锅里剩的糊饹馇，
祖秀莲再添点水添点野菜，让丈夫泡饭吃。魏树
海当时采访时问祖秀莲自己吃什么，她的回答
是：“我好说，什么东西都能往肚子里填。”

后来，那点面吃完了，她就晚上纺线，白天
冒险到敌人占据的院东头或姚店子集上把线卖
了，换点米面给郭伍士吃。

过了几天，祖秀莲闻到洞里有臭味，打开郭
伍士的伤口，眼前的情景吓得她赶紧闭上了眼
睛：伤口里生了蛆。“祖秀莲想到咸菜缸里招蛆
时，投几片芸豆叶儿，蛆便被药得往外爬。于
是，她便把芸豆叶挤成汁儿滴进郭伍士的伤口，
蛆竟一个个鼓涌出来……”(据李存葆、王光明著

《沂蒙九章》)蛆出来，郭伍士的命就保住了。
20多天后，祖秀莲打听到了咱们的医院，就

和村民张恒军等人用独轮小推车翻过一座山，将
郭伍士送到了十几里外的中峪村，那里有个八路
军野战医院。

临别，祖秀莲嘱咐他，不管走到山南海北，
一定捎个信儿来。郭伍士说，无论战斗到哪里也
忘不了你这个“娘”。

第二幕：卖酒寻母

1947年，郭伍士从部队复员，被安置在沂南
县隋家店村，但他对舍命救他的大娘始终念念不
忘。

在旧社会，妇女大多没有名字，祖秀莲这个
名字是张恒军后来给取的，当时郭伍士只知道自
己的救命恩人是张大娘，可群山阻隔，人海茫
茫，找到这位张大娘谈何容易。

好喝酒的郭伍士想起了卖酒寻母的法子，他
找人做了一副小挑子，一头挂上烧酒、一头挂上
一盆狗肉，就在沂蒙山里转悠。

郭伍士具体哪一天开始寻母，已经无人知
晓；寻母花了几年时间，也无人知晓。但是院东
头镇，几个村子里的老人，依然记得上世纪五十
年代，经常出现一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卖酒汉子的
身影。这个人就是郭伍士。郭伍士是山西大同
人。他一边沟沟坎坎地叫卖，一边逢人就打听一
个叫张大娘的人。有时还闹出笑话，因为叫张大
娘的太多了。郭伍士就结识了好几个张大娘。

三转悠两转悠，他来到了西墙峪、南墙峪，
这些地方都似曾相识，但又不太像。有一天，他
走累了，走到了桃棵子村，看到一道一道石头垒
砌的荒堑，看到沟里流着的水，他突然感到钻心
地疼，这个地方拨动了他的敏感神经。

这就是自己受伤的地方。
郭伍士腹上的伤疤近一尺多长。每逢阴天下

雨就疼。有一年腿也疼得厉害，到医院去检查，
结果从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完整的弹头。这弹头从
身体哪个部位打进去的已经记不清了。

抚摸着身边这些山石，他一点点记起来，就
是在山沟里，身中了7弹。

记忆一点点恢复，救他的慈祥母亲的面容，
一点点清晰起来：圆脸，富态，微笑，头发一丝
不乱，土布浅蓝褂子……他扔下酒担，蹲在桃棵
子村的山路上，心如刀绞。那嵯峨的山石曾经戳
着他已经露出来的肠子，慈母温暖的手曾经抚摸

着他的枪眼。
被村民搀扶着，他走到矮矮的小石头屋子

前，眼望着已经鬓生白丝的祖秀莲时，这个七尺
汉子，嘴一咧，还没出声，就哇哇地大哭着扑通
跪下：“娘啊………”祖秀莲扳过郭伍士的头，
看看后脑颈上的枪眼，枪眼没了，那铜钱大的地
方，明明的一小片。然后扒开他的嘴，看着他的
牙，假牙，像蓝钢笔水染过。掀开他的褂子，肚
腹的伤疤深陷进去。祖秀莲一遍一遍摸着郭伍士
的肚子，眼泪滚了出来。

村民七嘴八舌对记者回忆，都说不准年份，
大多认为郭伍士找到母亲这一年是1956年。

桃棵子村村民张在民对记者说：日本人打郭
伍士的枪眼还有一个。他领我们走到村东山坳，
在一道荒堑中的一块石头上，还隐隐约约有一个
鸡蛋大小的孔。张在民说，这就是鬼子打郭伍士
时，打在石头上的弹孔，村里人都知道。郭伍士
生前多次指认过。

第三幕：归来落户

1958年深秋的一天，沂蒙山的崎岖山路上，
一辆手推车载着郭伍士夫妇的三个孩子和全部家
当朝桃棵子村缓慢前行。

“俺爷用车子推着俺三个，我还扛着个小竹
竿，晃荡着玩儿。”搬家给郭伍士7岁的大女儿郭
文荣带来了很多快乐，可郭伍士心里却忐忑不
安，他为这个选择，曾经思前想后，彻夜不眠。
他这是在寻找归宿啊。

沂南县隋家店修水库，郭伍士寄居的村子要
搬迁。他可以留下，会有安置房和土地，日子一
切如旧；思乡情切的他也可以回山西老家，那里
还有三个兄弟，能够依靠。可他在沂蒙山战斗了
几年，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红色的土地。而祖
秀莲的救命大恩更得好好报答，思来想去他最终
决定落户桃棵子村，在祖秀莲的身前尽孝。

在这之前，郭伍士几趟来到祖秀莲家，把自
己的想法透给老人家。老人家说：“孩子，还是
回到你山西老家吧，那里有你娘你爷的坟。他们
生前你不能给他们端碗饭，他们死了，你在他们
的坟根下，烧烧纸，他们在地下也安稳些。”

一席话，说得郭伍士涕泪涟涟。郭伍士一袋
烟抽完了，再接上一袋。“娘啊，俺亲娘入土了，她
要是活着，也会让俺留在您身边的。没有您，俺早就
是鬼了。现在还好好活着。俺给你端碗饭，给您倒
碗水，俺心里安稳……”郭伍士说。

小村接纳了这个归来的儿子！“你是俺们村
救的，你要落户，落就是了。”村民们的热情很
快打消了郭伍士的疑虑，曾经把他推到医院的张
恒军主动提出让郭伍士一家到自己家住。

后来，村里出钱出物，老少爷们齐上阵，给
郭伍士家盖起了房子，这个全是张姓人家的山村
从此有了唯一的一户郭姓人家。

祖秀莲膝下有了一个“撇腔”的儿子！
8月12日，雨后初晴，记者走进了祖秀莲的故

居。正在清扫院落的村民张在高指着院角落一个
低矮的小屋说那就是祖秀莲的房子。这座房子，
曾经见证了祖秀莲、郭伍士的母子深情……

第四幕：膝下尽孝

郭伍士属桃棵子村第三生产小队。从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一直到六十年代，第三生产小队的工
日值只有一角五分左右，这对于一个八口之家(6个
孩子)的大家庭来说，其生活可想而知。好在，郭
伍士享受的是老红军待遇，那阶段一年能领136块
钱红军补助。每月发下补助，他都是先买点心给娘
送去。

郭伍士的老伴一开始不理解，郭伍士就反复
说，这些补助，不是我的，应该是咱娘的。

解放后，祖秀莲家庭屡遭不幸，先是老伴早
早去世，后来唯一的儿子又去世，她与三个孙子
相依为命。娘的悲苦，让郭伍士心中难受，却又
无能为力。只能隔三差五就去祖秀莲家看看，有
钱送钱，有物送物。

就这样母子在小村里相处了19年。
祖秀莲对郭伍士的孩子像对自己的孙辈一样

亲。
每到过年，郭文荣就会想起小时候在祖秀莲

家吃的香喷喷的煮鸡蛋。逢年过节和祖秀莲生日
时，郭伍士总会带着孩子给她拜年祝寿，老人家
这时会煮鸡蛋给孩子们吃。

祖秀莲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7月
病逝，享年86岁。当时，郭伍士正在山西老家，
他的侄子，被院墙砸死，家乡人让他回去处理后
事。当听说祖秀莲病危的消息，他把侄子的事处
理完，立即往回赶。但没能见上祖秀莲最后一
面，回来后痛不欲生。

每当想念祖秀莲老人时，郭伍士就到她坟包
上躺卧着睡一会儿。

郭伍士小时候没捞着上学，只是在抗大一分
校参加过培训。他识字不多，但是，他写了一篇
纪念祖秀莲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在《祖秀
莲墓碑记》上：“郭伍士曾撰写《人民，我的母
亲》，表达对祖秀莲的亲切怀念。”但我们找了
多个地方，寻访了多个人，都没找到这篇文章。

在孝顺祖秀莲的同时，郭伍士不忘报答全村
人的恩情。郭伍士受过重伤，村里不让他参加劳
动，但每逢农忙和比较重要的生产活动，郭伍士
都自觉参加。

郭伍士还义务担任了多所学校的课外辅导
员，给村里的孩子讲战争年代的斗争故事。

郭伍士还帮助村里争取扶持，上世纪七十年
代，他帮助村里争取来蒙古羊、蒙古牛养殖，还
争取来一台“泰山牌”拖拉机。

村民们都说郭伍士的人缘不错。复员之前，
郭伍士曾在沂南县王家安子村看过几年仓库，“现
在在王家安子说我是老郭家的女婿，借个车子什么
的没有说不借给的。”郭伍士的女婿张德勇说。

郭伍士曾帮助村里训练过民兵，他的军事素
养令当过兵的张德勇敬佩不已：“我岳父的战术
灵活多变，很会利用地形，我最服他这一点。”

让人敬佩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
在“文革”期间，郭伍士沉默冷静，始终没被卷
进去，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清醒。

尾声

祖秀莲故居的不远处，两棵松树郁郁葱葱，
一旁青砖围护着一座坟茔，这里就是祖秀莲的墓。

1984年农历正月十一，享年74岁的郭伍士去
世，他生前告诉孩子，就葬在桃棵子村，葬在娘
身边，永远陪伴着娘。

他的遗愿实现了。
郭伍士的四儿两女，只要在村里，清明节前

都会来祖秀莲奶奶坟上祭拜。今年清明节，郭伍
士在东营工作的三儿子郭文升专程赶回村里祭拜
祖秀莲奶奶。他几年没回家了，蹲在奶奶坟前痛
哭失声……

沂水县文联主席邵光智说：郭伍士前半生尽
忠，后半生尽孝，可谓忠孝两全。

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京剧《红嫂》 (又名《红云岗》 )和后来的舞剧《沂蒙颂》让沂蒙红嫂的原型祖秀

莲家喻户晓，但她救护的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郭伍士 1 9年认母报恩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夏末秋初，我们来到

八百里沂蒙的腹地沂水县采访，一部“人间真情剧”一幕一幕展现在我们面前———

郭伍士：归来的儿子
□ 本报记者 王建 逄春阶 本报通讯员 田宝宗

采访感悟

采访是短暂的，但给我们的
震撼却终日不熄。像郭伍士这样
回到“母亲”身边的，可能还
有，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滴水之
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生动的
范例。

蒙山沂水，曾养育过几十万
人民军队。战争年代，沂蒙百姓
见危受命，苌弘碧血，毁家纾
难，戮力支前。乡乡有红嫂，村
村有烈士，沂蒙人民与山东党政
军一起创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最后一把米当军粮、最后一块
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
场”，这——— 就是沂蒙人民的大
德大爱！

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大爱！忘
记就找不到根。

《大众日报》就诞生在炮火
连天的沂蒙山区。战争年代，有
1 6 0 多 位 乡 亲 为 掩 护 报 社 的 人
员、物资而惨遭杀害，他们中有
老人，有孕妇，还有十几岁的孩
子。人民群众的挚爱真情是《大
众日报》的力量所在，根基所
在。

《大众日报》呱呱坠地时，
田无一垄、房无一间。而现在已
经长成参天大树。但多少年了，
创刊地人民吃不上水。2007年大
众报业集团新一届党委决定，每
年为老家办一件实事，第一件
事，就是打一眼深水井。集团党
委决定，就是打不出水来，也要
给村里买辆拉水车，解决吃水问
题。

说干就干，大众报业集团和
省地矿局为乡亲们打井，已经连
续6年，年年都成功打井出水。
在一次新井通水仪式上，大众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
辑傅绍万的一番话说出了大家的
眼泪：“我们多数人，来自普通
家庭，本来对群众不会没有感
情。但是，我们进了城，住进了
高楼大厦，离他们远了，感情就
会慢慢淡了。感情是在和群众打
交道中产生、加强的。了解群众
的生产生活，就会对我们的思想
感情产生影响。他们笑了，能引
出我们的笑声。他们诉苦水，能
让我们流泪水。他们的难处，能
让我们放不下，变成我们的挂心
事。在帮助他们做事情的过程
中，和他们的心就贴近了，感情
就深了。在沂南小洼村，打井打
了4 5 5米，差不多一里路长。这
么难，一直打，就是一种感情推
动着。报纸创刊地的乡亲为我们
做了那么多事，没一句怨言，不
要求回报。我们为他们做了一点
事，他们就记在心里。……感情
不是同情，不是怜悯，不是施
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交往，
是以心换心。有了这种真感情，
看基层，看群众，看进眼里的会
不一样，立场会不一样，视角会
不一样，才能真正言大众心声，
真正使报道有益于群众……”

郭伍士归来，他的归来有着
巨大的象征意义。采访过程中，
我们经常想起邓小平说的那句
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
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归来吧，人民养育起来的优
秀儿女们！归来，才有力量；归
来，追逐梦想的脚步才更稳健。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桃棵子村村民张在民带着记者走到村东山坳，指着
荒堑中的一块石头上一个鸡蛋大小的凹孔（上图）说，
这就是鬼子打郭伍士时，打在石头上的弹孔，村里人都
知道。郭伍士生前多次指认过。

战士郭伍士生死
一瞬间，被祖秀莲所
救。经多年寻找，郭
伍士终于寻得恩人，
认作娘亲。从此，山
西人郭伍士落户山东
沂蒙山区。左图为祖
秀莲与郭伍士合影。

郭伍士的大女儿
郭文荣（下图）向记
者深情忆起当年两家
人的亲睦关系。

挪威首相乔装的哥
开出租体察民情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
格，换上出租车司机的制
服，开着出租车在挪威首
都奥斯陆街头拉客，为的
就是倾听选民们真正的所
思所想。

女子千米高空走绳
深蹲劈叉引惊叹

几名专业的女性绳索表
演者在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
园内1000米的高空中进行的
特技表演，其中不乏劈叉、
深蹲等高难度动作，令人惊
叹不已。

美国佛州别墅区现天坑
房屋坍塌沉降

8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中
部一栋别墅出现天坑，导致该
别墅部分坍塌，另一部分则正
在沉降。据称，该栋别墅里的
人已事先被疏散，暂无人员伤
亡报告。

英国女教师婚礼
80位伴娘参加

英国女教师凯特结婚
时，她所教的孩子们争相
做伴娘，再加上三个姐
姐，一个侄女，一个表妹
和一个好友，共有80位伴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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