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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四川省巴中市
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
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
园原名王坪红军烈士墓，是
我国最大、最早的红军烈士
陵园，在这个全国安葬红军
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
烈士陵园里，长眠着25048
名红军烈士。高大殷红的
纪念碑上，镰刀、斧头图案
全部向下，仿佛在为烈士默
哀。这块纪念碑与它身后
的红军烈士集墓一样，始建
于 1934 年 7 月，是由红四
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设计，是全国唯一一
处红军为牺牲的战友修建
的陵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娃子”，你是谁？建党
百年之际，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即日起推出走进川
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报道，通
过红色遗迹、人物群像、一段
故事、一段音频或一帧画面
……讲述红四方面军在当地
带领广大群众“为追求幸福
美好生活”而艰苦斗争的感
人故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雨
恒 谢颖 李兴罡 陈彦霏 陈羽
啸 李佳雨）坐落于四川省巴中
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
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原名王坪红军烈士墓，是我国
最大、最早的红军烈士陵园。
今年 7 月，是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建成 87 周年。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报
道组来到这个全国唯一一座
由红军亲手为战友修建的陵
园，缅怀先烈，寻访英烈后人。

陵园最顶端，矗立着一面
黑色大理石筑成的纪念墙，墙
上镌刻着 7823 位烈士的名
字。还有 17225 名烈士的墓
碑上没有名字，被人们称为

“无名丰碑”。
站在纪念墙前，目光所及

之处，一排排名字里，不少烈
士的名字叫“娃子”和“女子，如

“张长娃”、“李娃子”、“陈女子”
等。有的则叫“猫娃子”、“狗娃
子”、“猪娃子”…… 据川陕革
命根据地烈士陵园烈士目录统
计，纪念墙上7823位烈士中，叫

“娃子”的有202位，叫“女子”的
有76位。

通江县党史研究者张乾
金告诉记者，过去，穷人家娃
娃从出生后，一般只有小名。
家里人称呼他们时，总会带上

“娃子”和“女子”这样的后
缀。这是长辈对小辈的昵称，
也是川北地域文化特色。

纪念墙上的娃子，究竟是谁？

2021 年 6 月 17 日，《人民
日报》刊发《川陕革命根据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
二大区域》一文指出，1932 年
10月，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
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
剿”，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
豫皖根据地，于 1932 年 12 月
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据张
乾金查证，当时，红军在川北
苏区创办列宁小学，让成千上
万“娃子”和“女子”读书识字，
担负一些战勤任务。“娃子”和

“女子”们到了适龄阶段，便加
入红军。

在部队，他们沿用“娃子”
和“女子”的名字。不幸牺牲
后，记录者便按“娃子”或“女
子”，记录下他们的名字。

青山处处埋忠骨，最是震
撼在王坪。

从巴中市区驱车上高速公
路，途经几段曲折绵延的山间
公路，盛夏晴空下，两个半小时
的车程，仿佛慢了下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川陕革
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这
里，长眠着25048位红军烈士。

陵园广场上，一群初一学
生正在列队。十二三岁的“娃
子”，青春昂扬，正值怀揣梦想、
天马行空的年龄。在川北，长
辈把晚辈叫做“娃子”、“女子”，
是一种传统。

这些娃子们身后几百米的
地方，长眠着 278 位“娃子”、

“女子”。有的烈士只知道姓，
叫张娃子、李娃子、陈女子；有
的无名也无姓，叫猫娃子、狗娃
子、正娃子……

没人知道这些“娃子”、“女

子”家在哪里，何时参军，何时
牺牲；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牺牲
前心中所想，有无牵念？

寻找“娃子”，找到“娃子”
背后被遗落的故事，是我们此
行的目的。

沿着纪念墙，我们一行四人
从左到右，一个个地找，一个个
地数。278个“娃子”、“女子”，
278位烈士，他们的故事，就藏
在这些白色字体的背后，一笔一
划中，还有多少未尽之理想？

娃子，你是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翻阅
史料、采访专家、寻访烈士亲
人，试图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答
案的命题。又或许，它早已不
需要答案。因为，无论娃子你
是谁，我们这个时代的娃子，都
已将你深深铭记在心底。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

278位烈士的名字叫娃子和女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雨恒纪念墙上的名字。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纪念墙上，叫“娃
子”的烈士有202位，叫“女子”的烈士有76位。

陵园中的纪念墙上，
镌刻着7823位
烈士的姓名。

其中，名叫“娃子”
和“女子”的
有278人。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报道

无论你们是谁，都值得我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