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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依次为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独
立功勋章立功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人民功臣奖章人民功臣奖章。。

人生是一种选择。像张富清一样，金芳宪在民族危
亡、祖国需要时，选择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和平时期，他淡
泊名利、默默奉献。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金芳宪的青
春年华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

自始至终，他都以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
的作风要求自己、要求子孙。

去世前，他唯一的遗言是“不要向国家提任何要求”。
作为第一批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校军衔的军官

之一，多次被授予国家级勋章，金芳宪的光辉事迹却鲜为
人知，给我们只留下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履历草稿
表》，简单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

然而，就在他棱角分明、刚硬有力的笔迹之间，我们俨
然看到了一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浴血奋战的老英雄无
比辉煌的人生剪影。

一份令人震撼的干部履历表一份令人震撼的干部履历表

冬日的阳光和煦而温暖。
金芳宪的孙子金星再一次从一个红色布袋子里拿出

了爷爷留下来的遗物，有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周恩
来总理等签署的任命书，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
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人民功臣奖章以
及八路军军服上的红领章、五角星帽徽等。

其中，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履历草稿表》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薄薄的《履历表》总共 10 页，纸张已经有些泛黄，是

1952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
部制的表，要求干部亲自填写。

表格中，金芳宪用他独特的字体，一笔一画整齐地记
录下自己一生的经历。其中一页，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参
加过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在 西 北 军 区 120 师 特 务 团 二 营 担
任连长，先后参加过山西文水县的杜村遵迁战斗、徐沟
集义镇的攻克战斗、凤县黑龙山的阻击战斗、兴县郑家
岔的伏击战斗、离石官忘塬的抗击战斗及方山城内的
歼灭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三军八师二十
三团任营长，随军先后参加过绥包战役中的八里庄抗击战
斗、林县的歼灭战。在平津战役中，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
口战役中的州果铺阻击战、山西文水孝义镇的歼灭战以及
解放陕西的重大战役——扶眉战役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金芳宪任朝鲜前线作战指挥部团
指导员，直至胜利班师回国。

而“立功受奖”一栏内，却空荡荡填着一个“无”字。
事实上，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

的平津战役到抗美援朝时期的保家卫国，金芳宪始终奋勇
杀敌，靠前指挥，战功赫赫，先后荣获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人民功臣奖章、一枚华北解放
纪念章。

在金星的记忆里，他的爷爷生前还有一个存放着各种
军功章的盒子，只可惜保存不善，现在无从查起。

1955 年 9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金芳宪与其他有功同
志成为第一批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校军衔人员。

这些光辉历史，金芳宪很少与家人提起。要不是
《履 历 表》和 那 些 任 命 状 、勋 章 ，家 人 可 能 对 他 的 事 迹
一 无 所 知 。 他 的 子 孙 也 很 少 对 别 人 说 起 金 芳 宪 过 去
的功绩。

为革命奉献终身为革命奉献终身

事情的起因，是秦岭博物馆建成后，向全社会征集文
物。在商州区融媒体中心工作的金星得到消息后，便想将

爷爷这些遗物捐赠给博物馆。
在他的心里，爷爷是让他最为崇敬的人，他也很自豪

地想让后人都能瞻仰一位老革命英雄艰苦奋战、报效祖
国的光辉事迹，让大家知道和平来之不易，要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

事情被单位同事知道后，大家都很吃惊，原来金星的
爷爷竟然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革命”，就做了一篇题为

《商州发现两枚共和国三级勋章》的报道。
本报记者看到报道后，惊讶于身边这样一位深藏功

名的老英雄竟然不为人知，于是再次采访了金星。
遗憾的是，金芳宪老人已于 2001 年病逝，我们只能

从其孙辈的口述以及他的遗物中大致勾勒出老英雄光辉
的一生。

1918 年，金芳宪出生于山阳县一户贫苦人家，自幼就
立下参军报国的宏志。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中国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开始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举国抗战。

1938年 6月至 10月，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在武汉
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
北 4省广大地区。

当 年 7 月 ，20 岁 的 金 芳 宪 正 在 山 阳 县 中 学 上 学 。
听 闻 日 寇 的 暴 行 ，受 抗 日 救 亡 思 潮 的 影 响 ，他 毅 然 放
弃 学 业 ，抛 下 家 中 年 幼 的 女 儿 、身 怀 六 甲 的 妻 子 和 父
母，只身来到西安市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投
身革命。

由于金芳宪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部队算是文化人，
且各方面表现优秀，同年 8 月就被组织选送至延安蟠龙镇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等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授课，政治思想、军事指挥
等各方面素养迅速得到提高。

在随后的战斗中，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多次得到
上级嘉奖。由于表现出色，当年 10 月即被批准加入中国
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金芳宪被时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签署任命状，授予少校军衔；1960 年 5 月，被时任

国 防 部 长 林 彪 签 署 任 命
书，任命为青海省海南军
分区政治部主任；1962 年
9 月 ，被 时 任 国 防 部 长 林
彪签署任命书，任命为青
海 省 柴 达 木 军 分 区 副 政
治 委 员 ；1964 年 7 月 ，被
时 任 国 务 院 总 理 周 恩 来
任 命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青 海 省 海 西 军 分 区 第 二
政 治 委 员 。 其 从 军 生 涯
中，最高任青海省海北州
军分区政委，大校军衔(副
军级）。

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
著的老英雄，为了民族的
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为
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将
生死置之度外，将名利视
作尘土，一生都在默默地
做着无私的奉献。

家人从没跟他沾过光家人从没跟他沾过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芳宪一直在青海省军区工
作至 1980 年。他身居高位，但从来没有借自己的名望为
子女谋取任何待遇。

金芳宪参军后，妻子就独自带着一儿一女在家乡山阳
县农村生活。

在金星的记忆中，爷爷很少回来，更别提受到爷爷的
帮助。金星的父亲、姑姑和他们姊妹几个都是自己考学、
工作，身边人都不知道他们有一位战功赫赫的爷爷。只有
金星的二哥在小的时候被爷爷接到身边读书上学，他也不
负爷爷的期望，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自愿要求到青海省
最偏远的藏区工作，却在一次救灾时，为救人牺牲了。

1980 年，金芳宪离休后回到西安，在兰州军区第二干
休所生活。金星对爷爷的所有印象几乎都来自这里。

当时，金芳宪生活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每到寒暑假，
金星就被送到爷爷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小院里有一架葡萄，养着十来盆花，其中好几棵君子
兰，还种有六七种蔬菜。

金芳宪始终保持着部队的作息时间和生活作风，对金
星的要求很严厉，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 6 点准时起
床、跑步、做操，吃完早饭就做作业，吃完午饭按时午睡。

干活累了，金芳宪就坐在小马扎上看看《西安晚报》。
晚上，他会带着金星一起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联播》和天气预报。
令金星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爱穿部队上的旧军装，衣服常

年都打着补丁，吃饭不准浪费一粒米、一根面条，非常节俭。
金芳宪的话不多，很少跟自己的孙子说过去的事。只

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偶尔看到关于抗战的影片，他会变得
非常激动，甚至有时候会流出眼泪。

2001 年，金芳宪在西安病逝。临终前，他对子孙没有
别的叮嘱，唯一的遗言就是：“（我）去世后要把住的房子交
还国家，不要向国家提任何要求。”

张富清式的老英雄——金芳宪
本报记者 张珍珍 通讯员 李华东

金芳宪（前排左一）和战友合影

金芳宪金芳宪

近期，趁着天气渐冷，丹
凤县村民开始制作手工挂
面。武关镇坪安村脱贫户陈
贤明由于视力和肢体残疾，
生活十分拮据。近年来，在
中国农业银行丹凤县支行驻
坪安村帮扶工作队大力扶持
下，他在家制作手工挂面，仅
此一项每年收入3万元。图
为陈贤明制作的手工挂面。
（本报通讯员 李永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