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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烟盒上的遗书写在烟盒上的遗书
——探访金方昌烈士纪念馆

金方昌金方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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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件 文 物 背
后都有一个奇妙
的故事，文物就像
一扇窗，窗的一边
是我们，另一边是
很久以前的造物
者。作为重要的
革命老区，聊城大
地上一处处革命
旧址、一座座纪念
馆中的红色文物，
承载着中国共产
党人坚如磐石的
信仰信念，彰显着
历久弥新的初心
使命。

为 了 更 好 地
讲好红色故事、赓
续红色血脉，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
红色文物“活”起
来，让红色文化走
进百姓生活，在迎
接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际，由中共聊
城市委宣传部、聊
城市文化和旅游
局、聊城日报社及
各县（市、区）委宣
传部、市属开发区
宣传办主办的“喜
迎二十大·文物里
的红色故事”融媒
采访活动，于5月7
日在阳谷县郭屯
镇鲁西第一个党
支部纪念馆广场
正式启动。今日
起，《喜迎二十大·
文物里的红色故
事》栏目会与大家
陆 续 见 面 ，第 一
期，我们共读金方
昌烈士写在烟盒
上的遗书。

就义前一天写的家书

1940 年 12 月 2 日，也就是金方昌
就义前一天，他用珍藏的铅笔头在烟
盒上写了两封遗书。在给永昌、默生
两位兄长的信中，他写道：“我在敌人
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
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
丝毫悲伤，只有仇恨和斗争。”“我要求
哥哥们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
最后胜利的时刻。”“希望你们能在快
乐和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活。”

“求哥哥们能把咱们弟弟、侄子们都培
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尤其是把
七弟（尔昌）培养成坚强的革命伟大人
物。”

在给组织的信中，他请求党组织
不要再营救他了，并嘱托党组织替他
还上自己欠别人的十块大洋。这两封
信是饱含深情的红色家书，也是这个
19岁的青年留给世界的绝笔。

1941 年 2 月，晋察冀边区颁布命
令，授予金方昌烈士“民族英雄”光荣
称号，并将他曾经战斗过的大西村改
名方昌村，以示纪念，以昭后人。

1955年，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成，
当年清明节，金方昌烈士的骨灰由山
西代县移于此处，左权、范筑先等抗日
名将均长眠于此。

1987年7月8日，88岁高龄的聂荣
臻元帅为金方昌烈士题词：“抗日民族英
雄金方昌烈士永垂不朽。”

位于代县县城中央的边靖楼，楼
上高悬“声闻四达”“威镇三关”“雁门
第一楼”三块大匾，边靖楼与光岳楼均
建于明洪武七年，如一对兄弟。80多
年前，这片大地上，生灵涂炭、山河破
碎；如今，百姓乐业、山川壮美。边靖
楼和光岳楼见证了不屈的历史，也将
见证美好的未来。

从聊城到代县的“U形地图”

1937 年 11 月，金方昌和金默生等
10 余人起程，从山东济南途经江苏徐
州、河南开封、洛阳，然后由山西风陵渡
北上进入临汾。从地图上看，他们沿着
顺时针方向走了一个“U”字。金方昌
考入了抗日民族革命大学二分校（分校
校址在山西运城），编入二中队学习，是
中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学校里，他
系统学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
政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8年2
月，金方昌光荣入党，彼时17岁。

1938年8月，他被党组织派往山西
代县，这里是杨家将抗金的古战场，抗
日战争时期的忻州保卫战、平型关大
捷、夜袭阳明堡等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金方昌一到代县，就投入到滚滚的
抗日洪流中，他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
运动，成立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
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与敌人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工作能力、思
想境界都得到了锻炼、提高和升华。

1940年8月24日，他在给哥哥金默
生的信中写道：“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
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民主运动，我们都亲
身尝到新民主主义的味道，谁说老百姓
不懂民主？谁说老百姓不关心国家大
事？叫他来晋察冀看一看，这里的区代
表、县议员不都是老百姓选的吗？”这时
的金方昌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了。

1940 年，日军对代县根据地进行
大扫荡，金方昌不幸被捕，他受尽酷
刑，坚贞不屈，用手指蘸着自己伤口流
出的鲜血，在牢狱的墙上写下了“严刑
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12月
3日，代县大集，在去刑场的路上，金方
昌高呼口号，向赶集的群众宣传抗日
主张，当天，他在代县县城北门的刑场
英勇就义。

本报记者 朱海波

聊城古城区红星街东首，与聊城
四中隔街相望，金方昌烈士纪念馆就
坐落于此。

这里也是金方昌烈士故居，在这
个古朴的院子里，他度过了 16 个年
头。1937年，金方昌离开这里考入济
南一中，在其三哥金默生（地下党员）
的影响下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直到
1940 年壮烈牺牲，他再也没回来，如
今，他出生时的三间老屋还在。

老屋无言，烈士不朽。

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在纪念馆展览大厅，展出了一张
金方昌烈士的照片，这是他一生中留
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金方昌和我们党

“同龄”，1921年出生，这张二寸黑白照
片是他1937年从省立二中（地址在原
聊城实验小学）毕业时送给班主任的，
后面有他的签名。

少年时的金方昌接触到很多进步
书籍，并从中学到许多革命道理，受到
革命启蒙教育。1928年，他在聊城的
省立第三师范附小（校址在古城区新
华园附近）读书，并以“自勉”二字作为
座右铭，他喜欢写作，经常在学校的

《生活园地》上发表文章，他喜欢音乐，
笛子吹得好，也爱好体育，网球打得
好，曾在全城学生运动会上获奖，这些
事在他小学同学姜浩写于 1979 年
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述。

虽然年纪小，但金方昌是
个古道热肠的人。1937 年 9
月，徒骇河决口，金方昌和民众
一起抗洪，奋战三昼夜，终于堵住
城北涵洞，截断了洪水。

1937 年 10 月，金方昌随金默
生到济南一中上学，彼时，日军正
由北平大举南下，抗日
的 烽 火 燃 遍
齐鲁，偌大
的华北已
放 不 下 一
张安静的
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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