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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对于青海省循化县
红光村的乡亲们来说比过开斋节还
要热闹，从村头到清真寺近百米的
巷道里，身着民族服装的村民们一
字排开，姑娘们手捧美食“油搅团”，
以撒拉族最高礼仪迎接参加全国晚
报总编辑暨西路军后代“回望西征
路”的成员。特别是西路军“正本清
源”第一人———原国防大学教授朱
玉以及西路军将士后代一进入红光
村，与村民们从未谋面的他们却一
见如故，双手紧握，目光相亲，好多
人还未说出“你好”便已热泪盈眶，
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父辈、祖辈都
曾是西路军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的
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们
知道徐向前的名字。红光村是 $%多
年前西路军被俘战士在受难时修建
的，西路军的故事在这个村子人人
皆知，口口相传……

!" 多年前西路军
被俘战士修建红光村
红光村原名赞卜乎村，是青海

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一
个近千人的村庄，这里空气洁净，宁
静祥和。由于这个村是 $%多年前由
西路军被俘战士亲手设计、取材、施
工修建的，为了缅怀先烈，传承红军
精神，&'!$年 (月经青海省人民政
府批准，赞卜乎村更名为红光村，寓
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

&')$ 年 ( 月西路军兵败甘肃
河西走廊后，被俘的部分西路军战
士押解至青海，有的被残杀、活埋，
还有的被逼做劳役，修公路、架桥
梁、挖煤、捡羊毛……查汗都斯乡党
委书记马瑞介绍：“这里原本是一片
荒芜之地，除了黄河古什群渡口有
马步芳驻军外，方圆五公里没有人
烟。当时 (%%多名西路军被俘战士
组成了‘工兵营’，被押解到这里，沿
黄河南岸从事伐木、垦荒、修水利、
修公路、建房等苦役。现在红光村最
早的 *%多处村民院落、)%%间房屋
都是西路军修建的，此外，他们还修
建了一座清真寺、一所学校，二架巨
型水车，还有水磨坊和油坊，还开垦
了 &$%%多亩荒地……”

他们将 !五星"留
在了大殿的屋脊上
红光清真寺 +原名赞卜乎清真

寺, 与红军小学门对门，占地约 (

亩，四合院布局，由大殿、唤醒楼、

南北配房组成。与现在许多清真寺
相比，红光清真寺没有华藻的建筑
形制，也没有精美艳丽的彩绘，大
木起脊式的礼拜大殿，亦木亦砖，
三门四柱，宽厚端稳，门和柱都为
木制，朴素大方。整个大殿分前卷
棚、殿身和后窑殿三个部分。青砖
青瓦配以淡黄色的木门，古色古
香，淡雅素洁。“后窑殿是后人为了
实用扩建的，好在和原来大殿的风
格保持了一致。”红军小学校长马
明全介绍道。

整个大殿给人的感觉清静简
洁，但大殿屋脊上布满的青砖雕饰
依然呈现出优美的质感，在阳光的
照射下，砖花瓣纹形成了一种柔和
的韵律，令人赏心悦目。然而，就是
在这青砖雕饰中却隐藏着西路军留
下的“密码”。在修建过程中，战士们
巧妙地将红五星、镰刀、锤子、“工”
字、红领章、“十”字等革命符号隐藏
在这些砖花的瓣纹里，烧制成花砖
嵌在大殿的屋脊之上。“红五星”清
晰可辨；弯口朝上的月牙上带着小
小的手柄，分明就是一把镰刀；零散
在砖花里的还有“-”形、“十”字图
案，这些都是变换了形状的工农的
“工”和红十字的“十”。!.岁的朱玉
教授站在大殿的正前方，凝视着这
些清晰的革命符号心绪难平，他说：
“他们虽然被俘了，但他们没有叛
变，他们革命的信念没有丢，这也是
在与敌人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这

大殿上雕刻着的符号就是最有力的
见证，这也再次证明了西路军将士
对革命的忠贞不渝/ ”

&''!年 &"月，经青海省人民
政府批准，红光清真寺被列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海东地委、
行署命名为海东地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年，红光清真寺被列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
青海省唯一一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四角"唤礼楼暗
指!红四方面军"

正对着礼拜殿的是唤礼楼，也
称唤醒楼、帮克楼，就是召唤人们做
礼拜用的。穆斯林同胞一天五次礼
拜，每到礼拜的时间，帮克楼上就会
传出阿訇或海里凡+满拉,宛转悠扬
的“帮克”声+招拜词,。现在的人不
用再到楼上去，而是给唤礼楼上装
上了扩音器。
红光清真寺的唤礼楼是一个宽

(0$米，高 &"0!米的方柱体，由楼
基、楼身、楼顶三部分组成，楼基完
全由不规则石块砌成。楼身以砖为
线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嵌小圆石
构成了石子墙面，中有一拱形门，能
容一人出入，人可沿着砖石砌成的
蹬道盘旋而上至楼顶。楼身上半部
分是用红砖平铺砌成，四面开有木
制窗户，通过漏窗可互见两面景色。
长砖条实体墙面与小石子墙面镶

嵌，相辅相成，不仅增添了美感，也
增加了层次和质感，“质感存真”更
加体现了一种“真”的精神，显现出
一种尊严和高贵的气质。楼顶是木
制的，红砖出沿形成的花格栏上四
根木柱挺拔向上，气势威严，柱与柱
之间有木方格栏相连，上部横梁与
直柱各构件榫卯相吻，中间有木雕，
木制的四角楼顶部飞檐翘角，随势
凌空，增添了建筑物飞动轻快的美
感，仔细看那个飞出的翘角处依然
是一枚“五星”图案。
一直在试图“破译”红光村中西

路军“密码”的马明全说：“其实，这
个简单而实用的四角唤醒楼的造型
打破了撒拉族唤醒楼大都是八角楼
或六角楼的造型风格，整个循化从
古至今的唤醒楼就没有四角，四角
楼就是在指西路军的前身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四根柱子采用一
根到顶的通柱，暗含着革命到底的
决心。”

#" 处院落大门一
律朝北暗指北上抗日
对于马明全的这种解释，一开

始人们还是觉得有点牵强附会，似
乎拿不出“铁”的证据，但也找不出
反驳他的理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人们无意发现了清真寺大殿屋脊
上的“五角星”后，村民们也在不断
探寻和试图破解西路军留给这个村
子的许多“密码”：如由西路军建造

的 *%处院落的大门一律朝北开，违
背了撒拉族住宅大院门对门的习
俗，这是不是在暗指“北上抗日”，还
是北方延安的方向等革命信念。
更令人不解的是院子里所建的

房屋也改变了撒拉族坐北朝南建三
间北房的习惯，一律建成坐西朝东
的五间房，这“西”是不是指的是西
路军，“五”间房是不是也蕴含了红
五星之“五”，还是指“红五军”的
“五”；从 &'.'年到 &'(*年，西路军
战士在红光中村共建造了“1”排街
道，每排 *户人家共“.%”处民房，是
不是以此寓意西路军的“红五军”和
“红三十军”；红光上村共建两排街
道，每排“'”户共 &!户人家，这是不
是也在寓意“红九军”。西路军的主
力就是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
成的，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他们
刻意留下的“西路军”的印迹。后来
人们还发现，红光村从上村到清真
寺是 "1% 米，下村到清真寺也是
"1%米，这是不是也在暗指二万五
千里长征……
如果说，这些说法有点牵强的

话，人们后来发现由西路军制作的
一些椅子背上的木雕就是红军明显
的帽徽标志“五角星”；桌子把手也
是“五角星”式样；甚至在架子车的
扶手上也发现了“五角星”铁钉，马
鞍的接缝处也赫然打着“五角星”的
铁钉，大门的门扣也是“五角星”
……“如此多的‘五角星’，这么明显
的红军符号，这不会是无意的吧。他
们虽然身不由己，虽然在做苦役，但
他们革命信念没有变，他们对党对
革命的赤胆忠心没有变，这也是他
们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真实写
照。”马明全说。
曾经在红光清真寺做教长的何

连升阿訇回忆：“我的父亲在世时经
常给我讲，那时候西路军的战士在
劳动之余还给老百姓演节目，但每
次节目的开始和结束时，他们都有
一个永远不变的造型，就是一个人
手持镰刀从舞台一侧跑出高喊‘我
手持一把镰刀’，接着另一个人拿着
一把锤子从舞台另一侧跑出呼应
‘我手拿一把锤子’，然后他们两手
相交组成了镰刀和锤子交叉的图
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人们只
觉得这些战士用生产工具还能演节
目，生动而有趣。解放后大家才明
白，镰刀和锤子就是中共党徽的重
要标志。”

!特约撰稿 穆珺 刘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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