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像，语出曹植《宝刀赋》：
“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
达摩祖师《破相论》则云“造像”：

“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
智慧为巧匠，以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
镕炼身中真如佛性……”

石、泥、木、铜、铁，皆可造像，而提到山西
古代造像，则有云：“皇家石刻看云岗，民间石刻
在沁州。”沁州，即今晋东南之长治沁县，古称铜
鞮[tóng dī]，盖因春秋时晋平公曾筑铜鞮宫
于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县之一。

沁州如何会出现大批佛家造像？
那些民间的求解脱者，是如何“摅神思”

并“以智慧为巧匠”，将灵性和虔诚注入了无知
觉的顽石？那些集资造像的平民们，又是以怎
样的心情，让平凡的生活因信仰而倏然一转，
变得绚烂多姿？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为什么
突然深埋地下，又因何机缘得见天光？

沁县城东北 30 公里处，烂柯山西，有南涅
水村。这个略显拗口，但村名来源一目了然的
村子，因位于涅河南岸而得名。涅河，浊漳北源
较大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武乡县分水岭乡五里
铺村，河水一路逶迤，由西流向东南。南涅水村
已经是沁县的最北端，隔河相望，是长治的另
一个县武乡。南涅水村面对的村子，叫北涅水
村。一河隔两县，但由南北涅水村地名，两县历
史上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尚无武乡的概
念，今武乡西部和沁县北部，包括南涅水村和
北涅水村在内，全属涅县。公元 529 年，涅县一
度改称阳城县，到隋时的 596 年至 605 年，阳城
县又改称甲水县，县城治所也发生了变化。移
治到哪里了呢？正是今天的南涅水村。

也就是说，如今偏于沁县一边的南涅水
村，当年并不是籍籍无名之辈。涅水之南，有人
常居。涅水之南，安知有佛居焉？南涅水村西，
有一座寺院叫洪教院，寺院后有一个村名称作

“荒丘山”的地方。说是“山”，其实是一个离涅
水河河床不远的很小的土丘。上世纪四十年
代，村民在此取土时，意外挖出一些石条、瓦
砾。石瓦缝间，还有很多蛇在游动。

洪教院是一座前身是北齐，金代命现名，
明清屡有修缮的古寺。又是在寺庙后，又有那
么多蛇，对神灵满怀敬畏的村民们都不敢轻举
妄动了。

到 1956 年，取土的地方有坍塌，露出了不
少雕造有繁缛花纹和造像的石刻，村民们意识到
非同小可，其中一个叫张玉科的村民，就向县文
化馆反映，县文化馆立即向山西省文管会报告。

1957 年秋，省文管会派人开始正式发掘。
由此，沁县南涅水石刻惊艳面世。它与河北曲
阳石刻、山东青州龙兴寺石刻、成都石刻，并称
为 20 世纪考古界四大石刻发现，轰动一时。发

掘的场景，在考古报告和当事人回忆中，是这
样还原的：窖藏的范围东西长 8 米、南北长 5
米、深 8 米。呈穴式的土坑内，掩盖层基本是碎
石、残体和泥土中混杂的彩色的碎泥片，中层
是密集排列摆放的大大小小的单体像一类的
石刻，最下面是一层一层成排成行的造像石。
石刻在窖穴中摆放得比较整齐，很有规则。

当然，石刻夹缝中还有很多蛇。考古人员
搬动这些石刻时，一开始是在窖穴西面打开一
个口子，不是很好搬运，于是又从窖穴顶部开
口搬。但这不是通常的搬出来就了事，而是每
一个步骤都要记录的考古。就这样，一点一点，
全部发掘搬运，居然花了整整 3 个月时间。

考古发掘中，一共先后出土各类大小石刻
2139 件，其中比较完整的有 800 余件，类别有造
像塔、单体造像、铭文碑碣等。其中，有文字题记
的 60 多件，有雕造纪年的 37 件。50 多块碑碣石
刻，有纪年的有 10 余件。最重要的信息，毫无疑
问是石刻上的纪年。仔细辨认，最早的纪年是北
魏永平元年（508 年），最晚的是北宋天圣九年
（1031 年），其间有北魏神龟、正光，东魏兴和，北
齐天保、武平，唐咸通九年等年号。

就是说，这批被埋藏在地下的石刻，从
1500 年前的北魏开始雕造，叮叮当当不辍，一
直延续到北宋，时间跨度达 500 余年。而埋藏在
地下，又最少有 980 余年。

1963 年，石刻被移到沁县文物馆保管。
1984 年春，开始筹建“南涅水石刻陈列馆”，五
年后建成并陈列展出。这就是今天沁县城东南
角二郎山上的南涅水石刻陈列馆。这批石刻，
积累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等六个朝代
的民间石雕艺术珍品，历时近 6 个世纪。造像
多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型石块叠垒成塔形，国
内罕见。每块石刻周围都雕有佛龛，每龛内除
一佛像外，还分别衬有数目不等的菩萨、僧侣、
力士。造像的衣着、形体、形态刻画得细腻、逼
真、生动，内容集中表现了佛教人物、佛传故
事、佛教经律及崇奉佛法的佛事活动等。造像
或赤足站立于莲台之上，或结跏趺坐于莲台，
或讲经说法，或静目沉思，体态端庄，神姿安
详，各具个性，再现了佛国人物和故事交汇的
宏大场面。

除了佛、菩萨等造像的服饰多样化外，佛
龛装饰也繁缛富丽。典型的有建筑造型的柱枋
阑额，飞檐翘脊；有寓意吉祥如意的金翅鸟、莲
花、牡丹，象征佛法无边的飞天、流云；还有威
武雄壮的狮兽，飞龙等图案，设计布局考究，刻
制精细，意境高远。此外还有体现民间杂技艺
术的浮雕百戏图和礼佛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
气息。

端坐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这些栩栩如生
的造像，昭示着什么样的过去和未来？它有
着怎样不凡的前世今生？南涅水石刻与云冈、

敦煌、龙门石刻风格类似，但更以小巧玲珑
著称于世。

它与同属山西的大同云冈石窟相比，其明
显的特点，是虽不恢宏壮丽，却具精彩别致之
美。这些雕凿于砂岩上的石刻，无论佛像、罗
汉，还是供养人、飞天，都已从印度风、中亚风
转向中国风，并进而从西域型渐变为中原型，
画面上的建筑、陈设、服饰、装饰纹样等都明显
地显示出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特征，表现出生
机勃勃，博采众长的包容性。

而更重要的，它比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
建造还要早 60 多年。更令我感兴趣的，还在它
不是皇家敕封建造，而是发自民间的、自觉自愿
的集资凿刻。这是民间创造的佛陀。这是普罗民
众的精神世界。这是民间“原力”的积累和爆发。

有人说，时间跨度达 500 多年的南涅水石
刻，犹如一部卷帙浩瀚的史书。在我看来，它更像
一幅活力四射的古代民间生活风情画。仔细观察，
这些造像，亲切随和得就像身边的家人或邻居：

看似随意的举手投足，浅浅的一颦一笑，
甚至佛龛场景的设置，仿佛花草缠绕在低低的
房屋间，房屋里住着的是活色生的人———在这
里，不可侵犯的神性已被无形中消减，人性展
露，并让人禁不住生发出对他们倾诉、亲近、攀
谈的欲望。

有专家从艺术风格分析，认为南涅水石刻
既有师承关系，又具有大胆的创新，反映了一
个特定的艺术时期的变革成果，是中国雕塑史
和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而我更愿意相信，这
是民间信仰不受拘束发展的结果。这种民间信
仰，在我看来，与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神祗、祖
先的信仰，并无二致。它是万物有灵和“世俗生
活”的共同映射。

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是非官方的文化；从
文化形态上讲，它重在实践并较多利用有地方
色彩的元素形成传承；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受
社会中的多数，比如底层民众的支撑，并与民
间的生活密不可分。

那么，也许会有人问：这是哪种形态的时
代？这样的时代，多么？翻检历史，你会发现，这
样的时代往往是文化昌盛的时代；这样时代，
也多，也不多。

南涅水石刻也许是个观察点：它从被民间
自发雕造，它从被民众无奈埋藏，里面隐藏了
太多的故事。

那么，佛陀为什么会选择了南涅水村？
抑或，为什么南涅水人选择了佛陀？
2007 年，在距南涅水村约二里的牛寺乡

山曲村西烂柯山“闪身崖”下，考古专家发现一
处与南涅水石刻风格相同的摩崖石刻，同时发
现一个巨大的采石场遗址。

专家对石料材质进行比对，初步认定这里
是南涅水石刻的取材之地，是 1500 多年前十

分活跃的民众造像的大型“车间”。专家同时提
出一个论断：这批石刻同北魏政治核心南迁有
着密切的联系。

公元 494 年十月，北魏孝文帝祭告太庙之
后，下令迁都。后宫百官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
第二年九月才全部到达洛阳城。北魏迁都洛阳
后，往返于平城大同和洛阳的官商行旅不断，
涅河两岸，成为南来北往的一条通道。

于是，石刻造像之风，从平城吹向中原，一座
座造像和石窟，在沿途次第诞生。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考古学家李零是武乡人，他在老家走访发
现，涅河两岸分布有大量的寺庙群，与寺庙共存
的，往往有北朝石窟和北朝石刻。如，良侯店石窟
所在的福源院、千佛塔所在的洪济院、北齐造像碑
所在的大云院、南涅水村石刻和洪教院……

这样的依存关系，可以侧面印证崇佛的北
魏，是如何在洛阳和平城之间的南涅水两岸，
意外发现烂柯山有合适的石材后，最终有工匠
停留下来，和当地崇佛的民众一起，开始建造
心中的佛国，梦中的天堂。

其后，斧凿的叮当声一直在响。到南北朝
十六国时，涅县成为羯族“奴隶皇帝”石勒的故
乡。据载，当上皇帝后，石勒崇佛，可以想见，在
他一声令下之后，涅水之畔，参加雕造的人流
更加稠密，佛号更加悠扬……过隋唐，到宋代，
直至有一天，南涅水突然遭遇了变故。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被
政治力量逼迫？是遇到又一次灭佛？还是因战
乱，当地民众和寺僧不得不离开南涅水，并且
知道此生再不能返回家园？

不管什么原因，行动开始了。那也许是一
个风雨如晦之夜———

在涅水持续不断的拍岸声中，寄托了当地
民众 500 余年精神信仰的佛陀、菩萨、力士、飞
天、罗汉、供养人，走入他们的归宿，走入他们
近千年的深沉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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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鞮是沁县古县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县
之一。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诸侯兼并争霸日
趋激烈，列国王室贵族奢靡风气日盛，当时集中地反映在
城郭宫室的营建上。晋国由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其宫
室建筑代表了当时列国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晋国见于
文献记载而留有名字的宫室，首推当今沁县南境濒临白
玉河的铜鞮宫和新绛西南境汾、浍二河汇流处的遞祁宫。

铜鞮宫是晋平公修筑的一处别宫，规模宏大，连绵
数里。铜鞮宫遗址位于沁县南 22.5 公里处南池乡古城村
与带贤乡沙圪道村之间，北靠召则岭，南依杨安山，坐落
于两河间台地上，白玉河自西向东流贯其北，待贤河北来
环绕其南。铜鞮宫东南城保存最好，遗存高 6 米，底宽 10
余米，略呈圆柱状，夯土层尚可辨识者高 65 厘米，计 10
层，每层厚 6.5 厘米。夯土层为灰褐中有夹砂灰陶鬲足及
陶片。这座城角遗址，传奇般地经历 2500 多年，成为铜鞮
宫迄今最为显著的标识。

铜鞮溯源
最早记载铜鞮的文献，是以离宫的名字出现的。铜

鞮称县之前，“铜鞮”二字在典籍中多次出现。《左传成公
九年》（前 582）记载：“是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
执诸铜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 542）记载：子产陪
同郑简公到晋国朝聘，子产坏晋馆垣，晋平公派士文伯来
责问子产，子产曰“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
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从中可
知，当时铜鞮宫不仅影响甚远，而且建造规模也是十分宏
大的。

春秋时期，铜鞮作为晋国东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中心，在晋国完成其霸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左传》 昭公二十八年 （前 514）：“分羊舌氏
之田为三县······乐霄为铜鞮大夫。”晋杜预注：“铜
鞮，晋别县，在上党。”铜鞮宫的命名取义于所在的铜
鞮城，铜鞮城则出于其滨邻的铜鞮河，铜鞮河则又出于
古来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所聚居之地，正如唐·慧琳 《一
切经音义》 所说“鞮，北狄西戎号也”。今晋东南古来
正是赤狄、白狄等群狄的故乡。

周灵王十一年（前 560），晋悼公将铜鞮封为羊舌赤
食邑。晋《太康地记》云：“铜鞮，晋大夫羊舌赤之邑，时号
赤曰铜鞮伯华。”

羊舌赤是晋公室贵族，其始祖伯桥为晋武公之庶
子，其祖父为羊舌大夫，做过晋鲜公的军尉；父亲羊舌职，
晋悼公时为中军尉之佐，周灵王二年（前 570）殉职 。羊舌
职有子四人：羊舌赤为其长子，字伯华，代父秩为佐中军
尉，其食采于铜鞮，故又称铜鞮伯华，其余三子均有采邑。

周敬王六年（前 514），晋大夫魏献子灭羊舌氏族，
分羊舌氏之田为铜鞮、平阳（临汾）、杨氏（洪洞）三县，乐
霄为铜鞮大夫。铜鞮从此设县，成为中国历史上建制最早
的县份之一，其境西与平阳、杨氏接壤，北连梗阳（清徐）、
马首（寿阳），东达曲梁（《左传》认证为河北广平即今永年
县，清《潞州志》记为潞城石梁），南据耆黎故地（即高平北
界黎侯岭一带）。

铜鞮城历经沧桑，数度迁址，据《汉书》载，汉高祖七
年，刘邦带兵大战铜鞮，击破韩王信的军队，斩其大将王
喜，析铜鞮为四县，即铜鞮、襄垣、涅县、谷远县，建铜鞮县
城于今沁县古城村；唐武德六年，铜鞮城移于今沁县故县
镇（故县镇城隍端尚存石碑均有记载）。至明洪武元年
（1368）省入沁州，其名沿用近 1900 年，从其置县至 2019
年已 2533 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称县的地域之一。宋代
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威胜军铜鞮县······铜鞮城在县南
一十五里，本晋铜鞮宫。”宋代铜鞮县治即今沁县治，春秋晋
铜鞮宫及其所在的铜鞮城，在今沁县治南 22.5 公里处。

考古发现
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铜鞮宫的面貌，但是在 1955

年长治市分水岭 12 号墓出土一块鎏金残铜匜片上，仿佛
看到它的雄丽之姿：鎏金残铜匜上镌刻着一幅贵族居住
的图案，有动物鸟兽，有人来人往，有上下两层的楼宇，庑
殿式屋顶，屋柱上方硕大，已具后世斗拱的雏形，是春秋
时晋国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虽然是残片，仅凭一
斑，也足以让我们产生全貌的联想。

晋国的公族、卿士、大夫，都以自己隶属或居住都
邑、食邑、封邑（县）之名，铸造有自己的货币。考古学家和
古币研究者，从目前出土的周代各种钱币中，辨认出晋国
各地铸造的钱币 200 余种，其中，“同是”币，经洛阳市文
物工作队考古专家认定，始铸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其与典
籍记载的鞮置县史实互为印证，应为当初的“铜鞮”币。铜
鞮置县至明朝洪武元年 (1368)“省铜鞮入州”，纵贯历史
1882 年。尽管历代隶属关系有变，城址、治所多变，但铜
鞮名称一直沿用未变。

现场考察时，于白玉河南岸亦即大约铜鞮宫城北垣
处，还发现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的 3 件云纹瓦当：其一为
半圆形，宽 14 厘米，高 8 厘米，厚 1 厘米；其二为圆形，直
径 13 厘米，厚 1.8 厘米；其三为圆形，直径 12.9 厘米，厚
1.5 厘米。在古城遗址中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斧两件：其一
长 13 厘米，宽 7 厘米，制作精巧，刃处锋利；其二长 13.5
厘米，宽 6 厘米。在古城遗址西南角发现新石器晚期至商
周早期陶甑一件，直径 20 余厘米，厚 0.5 厘米左右。这些
实物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证明此地正是春秋后期铜鞮宫
遗址，还说明此处遗址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层。古城遗址
中，早期绳纹瓦残片、石球、各类石质建材，随处可见，俯
拾皆是。断层崖中见有数层古文化堆积层。

2001 年 6 月 23 日，新华社通稿发表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靳生禾、谢鸿喜考证报告，确认代表我国春秋时期建
筑最高水平的晋国铜鞮宫位于沁县南 22.5 公里的南池乡
古城村与待贤乡沙圪道村之间。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
41′15″，北纬 36°35′00″，海拔 939 米左右。铜鞮宫北
垣因河水冲刷而不存，东南两面墙体夯层依稀可辨。东南城
角保存最为完好，遗存高 6 米，底宽 10 余米，略呈圆柱状，
夯土层清晰可见。东南西三边护城河尚存。据勘测，这个城
南北长 700 多米，东西长 1500 多米，周匝长 4400 多米，与
《左传》所载“铜鞮之宫数里”完全吻合。

南涅水石刻：民间原力创造的佛陀和规模宏大的春秋晋国离宫
———铜鞮宫

作者是沁县师范 1967 届毕业生，因“文革”推迟毕业，到 1968 年才分配工作。2018 年

五·一期间，这一届的同学离校整整 50 年。回忆在校期间前二年属正常学习，后二年文革

开始，至 1968 年离校，经历了“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两派斗争”，同学们被人为分成了

对立的两大派。正如歌词中唱的：“造反有理荒废了我们的学业，派性斗争撕裂了彼此的情

谊。”古稀之年我们相聚，忆过去，感慨多多；看今朝，幸福满满；想未来，时日不多。大家共

同的感受是保重身体，享受美好生活，因此就有了“挑战人类生命极限，活到一百二十岁，

五十年后再相聚”的豪言霸语。

苗耀忠创作歌曲选登

寻亲追烈七十载 魂归故里光彩照

上官村秦来成烈士子孙为其修建纪念馆

我县册村镇上官村秦来成，1938 年参加革命，

1941 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由于战乱等历史原因，

一直未被认可，经他儿子、孙子 70 多年寻亲追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为其颁

发了《烈士证明书》，秦来成后人抚摸着迟到 74 年

的烈士证书悲喜交加、泪流满面。孙子秦瑞云想爷

爷为革命牺牲 70 多年了，烈士陵园无名无姓，至今

遗骸无处寻找，因此他想让爷爷魂归故里，安息九

泉。弘扬先烈革命精神，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于是

他下定决心要在自己老院门前建立纪念馆，激励

村民更加爱国、爱村，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带动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同时也

告诉后人，只要是为国家献身的人们，共和国永

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共产党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秦瑞云主意一定，历经四年精心筹备，在各

方面好心人支持下，他克服儿子租房居住、追烈

债务缠身、维权阻力重重、众人不解非议等困难

和压力，为爷爷修建纪念馆。目前，纪念馆主体

已落成，纪念亭、烈士碑已座落，纪念馆在今年 9

月 30 日前 （国家烈士纪念日） 竣工开馆。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秦来成同志出生在沁

县册村镇上官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官村自古

就是“拳术之乡”，秦来成的祖上秦永贵，明朝时

曾任潞州武官。因此，秦来成自幼习武，拳术出

众，血气方刚。1938 年 5 月，为了抵御外辱，抗

击日本侵略，他 21 岁上忍痛抛下刚出生几个月的

儿子和家人，投身革命。于 1938 年 5 月，他到山

西省潞城县 （今长治潞城区） 抗日民主政府公安

局警卫队任副队长等职。由于他骁勇善战，机智

过人，拳术高超，多次出色完成了各种艰险任务，

多次立功受奖，因此组织上 1939 年 7 月 1 日批准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革命前辈齐云同志是战

友、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一年多，共同经历了潞城

发生的“土脚事件”和“南山岭事件” （见作家

戴玉刚所著 《齐家抗战》 一书，该书记录了齐云、

齐心及齐氏一家在潞城及晋东南地区的抗 战事

迹）。

1941 年 2 月 8 日，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潞城县

抗日政府驻地南山岭村，气势汹汹的日军企图将

我抗日政府一口吞掉，随即一场保卫潞城县政府

干部和村里群众突围战斗打响。事件发生时，秦

来成同志正完成外出执行护送领导的艰巨任务后

归来，他完全能够躲避逃生，但他毅然选择了向

敌人开火，牵制日伪军的进攻，缓解了被围干部

群众的压力，也为附近部队赶来救援，赢得了宝

贵时间。他却陷入重围，全身多处受伤被俘，和

他同时被俘的还有公安战士 20 多名，公安局局长、

副指导员等 6 人在这场战斗中牺牲，而抗日政府干

部和村里群众得到了安全转移。

秦来成同志被押送日本宪兵队，在鬼子的监

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折磨和封官许愿的诱惑，但他

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共产党

人铮铮铁骨和英雄气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其残忍

杀害，牺牲时年仅 24 岁。

秦来成在 1941 年 2 月牺牲后，妻子温春焕曾

多方打听丈夫牺牲情况，因战乱，原组织遭破坏，

一直没有消息。直到秦来成儿子秦克明成年后，从

1957 年开始，才与母亲一道开始漫长的寻亲追烈。

先后奔走全国各地，寻找当时的领导、战友、同

事、知情人调查取证，行程万里路，多次翻越吕梁

山、太岳山、太行山，咨询有关部门多少次，露宿

车站、码头、街巷不计其数，整日以泪洗面也无结

果。后因秦克明母亲去世，秦克明本人追烈几十年

积劳成疾，只能由孙子秦瑞云接替，继续奔赴在寻

亲追烈路上。经过秦来成儿子、孙子两代后人坚持

不懈的努力，他们寻访了 20 多个当事人，查阅了

大量的历史档案，取证 50 多件，近百次上访各级

政府及民政部门。因人证物证兼有，理由充足，事

实清楚，最终经山西省省委原书记王儒林批示，山

西省民政厅审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 2015

年 6 月 28 日颁发了 《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

有：秦来成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

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纪念馆内将主要陈列秦来成烈士一生英雄事

迹、资料图片，还要陈列关于秦来成的两个弟弟，

受哥哥秦来成有国才有家思想的影响，两个弟弟也

都先后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军。大弟秦来义在战争

中入党，河南陕州战役中负伤，被评定为甲级伤残

军人；二弟秦意成，中共党员，在解放曲沃战斗中

受伤，并在多次战役中立功受奖，被评为乙级伤残

军人；秦来成儿子秦克明，继承父亲遗志，也积极

报名参军，在部队表现突出入党并提干。为支援国

防建设主动放弃部队大好前程，转战国防生产战线

二十多年，年年被评为国防建设标兵；大孙子秦瑞

金中共党员，军队退休干部，在维稳处突工作中多

次立功受奖；四孙子秦瑞刚不甘落后报名参军，在

部队光荣入党，退役后不给国家添负担，自谋出

路，自主创业；重孙秦越，中共党员，济南军区退

役士兵，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受奖，退役后参加工

作又为保护集体财产而光荣负伤。这些资料，充分

体现和证明了秦来成一家四代人忠义传家，一门报

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门卫国，全村光荣。

王效堂

王建宏
方天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