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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家人一直在盼他回家

18日，看到本报关于洛阳籍抗美援朝烈
士埋骨东北的报道后，徐顺修烈士的堂妹、76
岁的徐淑贤老人给本报打来电话，想要“认
领”亲人。

“徐顺修是我堂哥，60多年来我们一直
在盼着他回家。”19日上午，我们来到徐淑贤
老人位于瀍河回族区启明西路22号院的家，
她向我们讲述了堂哥当兵前后的往事。

徐淑贤老人说，20世纪40年代，在当时
的洛阳北王村（今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北王
村），只有他们一户姓徐的人家。她的父亲是
家中的老大，育有3个闺女，自己是最小的一
个。堂哥徐顺修的父亲排行老二，家中有两
男一女，徐顺修是次子。

徐淑贤老人说，1950年部队在本地征
兵，看到村中许多年轻人带着红花去参军，还
不到15岁的徐顺修也想去。可这个想法遭
到了伯母也就是徐淑贤的母亲的极力反对：
孩子这么小就去参军，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
咋办？但徐顺修的母亲不这么想，她认为男
孩子就要出去闯荡一番，非常支持儿子去参
军。就这样，徐顺修将年龄改大5岁，穿上了
军装。

当时新兵在孟津平乐一带训练了3个
月，徐淑贤的母亲和婶婶还去看过徐顺修一
次，此后，部队就开赴朝鲜战场。

在日复一日的祈祷和期盼中，战争结束
了。看到同村上前线的军人一个个复员回
家，却唯独不见儿子，徐顺修的母亲每天都难
过得伤心落泪。但直到徐顺修的父母、哥哥
带着思念离开人世，也没等到他的消息。

他还活着？

本来，徐家人都以为徐顺修牺牲了，可
是，当徐淑贤的堂叔徐彦生20世纪90年代
从台湾回老家省亲时，大家又重燃希望。

徐彦生之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后随部
队到了台湾。徐淑贤听堂叔说，有很多志愿
军战俘被交换到了台湾，并在当地定居，和堂
哥一同参军并在同一个班的同村人王中宣就
是其中的一个。徐淑贤就托堂叔回去后帮忙
打听徐顺修的下落。

3年后，王中宣也从台湾回来了。
“我堂哥和你一起参军，又在一个班，他

现在是死是活？”一见王中宣的面，徐淑贤就
迫不及待地问。王中宣的回答犹如一盆冷
水，让她顿时感到浑身冰凉。

王中宣说，当时他和徐顺修确实是一起
上的前线，但当一颗炮弹落到他身边时，他就

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醒来时，他发现自己
躺在医院里，随后，就被交换到了台湾。对于
徐顺修的下落，王中宣一无所知。

同样，徐淑贤也托王中宣回台湾后帮忙
寻找堂哥，但一直没有消息。

徐顺修是生是死，仍旧是个谜……

看到报纸，她才相信二哥牺牲了

时光如水，一个甲子倏然而过。当年徐
顺修参军时，他妹妹徐英娃才11岁。19日，
按照徐淑贤老人提供的地址，我们找到了徐
英娃老人。

徐英娃今年73岁，她告诉我们，18日晚，
一个老乡专程来到她家，将一张《洛阳晚报》
塞到她手中。当拿起报纸看到“徐顺修”3个
字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徐英娃说，二哥上前线后，只给家里写过
一封信，说部队天天打胜仗。此后，就音信全
无了。

抗美援朝结束后，政府派人来到徐英娃
家，将200元钱和一张失踪军人证明递到她
母亲手中。“母亲捧着钱，哭得很伤心。”徐英
娃说。

“我内心一直期盼二哥还活着，有时候想
起他了，我就埋怨说，二哥你心真大，把一家
人都忘了。”徐英娃说，直到看到报纸，她才相
信二哥早已离开了他们。

我们把手机中存的徐顺修烈士的墓碑照
片给徐英娃看，老人拿着手机端详了好一阵
子，最后喃喃地说：“他就在这里啊……”

19日，徐淑贤老人告诉我们，由于妹妹
徐英娃行动不便，她想抽空回趟老家，去叔叔
和婶婶的坟上看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牵挂了60多年，也该让他们放下心了。”徐
淑贤说。

昨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洛阳博物
馆。经查阅资料，发现在五代、北宋展厅，
有一副宋代象棋，兴冲冲赶过去，在一个玻
璃展橱正中，记者看到了这副象棋。

这副象棋的棋子为黑白瓷质，与现在常
见的象棋子相比小些薄些。记者目测了一
下，棋子直径约2.5cm,厚度约0.5cm。由于
年代久远，个别棋子上的字已模糊不清，但通

过凹进去的刻痕，仍可辨认棋子上的“车”、
“马”、“象”、“士”、“将”、“炮”、“卒”字样。

由于这副象棋入馆时只有棋子，没有
棋盘，工作人员便按照现代象棋布阵方式
将其摆在一方透明塑料棋盘上，黑白两色
棋子各12枚，兵种与现代象棋无异。

显然，这副双方对弈象棋，不是我们要
找的古三方象棋。

活在朝鲜？留在台湾？牺牲在战场？60多年来，这3
个问号一直萦绕在徐顺修烈士家人的脑海——

 关注长眠东北烈士系列报道

▲

一张墓碑照
解开两位老人60多年疑惑

各路古棋大不同 三方古棋难觅踪
 古象棋“三国杀”，我想应该这么下

▲

□记者 王妍 文/图

18日，本报A19版刊登的《洛阳曾出土的三方对弈古
象棋盘，或改写中国象棋史》一文，吸引了我市不少象棋
爱好者的关注，但这个三方对弈古象棋盘只有图片，没有
实物，多少让人有些遗憾。那么，在我市各类博物馆中，
会不会有和这个棋盘相关的实物馆藏呢？昨日，记者联
系并走访了我市多家博物馆，试图寻觅与三方对弈古象
棋盘相关的文物。

在记者走访的博物馆和专家学者中，
大家均表示未见过与三方对弈古象棋盘相
似的实物，更不知这种“三国厮杀”，有

“旂”、“火”两子的象棋怎么玩。本报编辑

部开辟的“古象棋‘三国杀’，我想应该这么
下”专栏，将继续邀请各位读者献计献策，
共创一套“三国杀”古象棋玩法。本报热线
电话：18638358895、66778866。

听罢“众棋鼻祖”的传说，记者又来到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没想到，在这里竟发
现了一副完整的六博棋子。

和常见的圆形棋子不同，六博棋子为
长方形，乍一看，像是窄版的麻将牌。据该
馆馆长朱晓杰介绍，这副骨质六博棋子是
他十几年前所得，数量完整，共12枚。

记者拿起其中一枚，发现棋子六面平
整，既无刻字又无图案，这要咋玩？

朱晓杰说，六博棋除棋盘和棋子外，还
有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箸（即色子）。
行棋时，需用投箸的方法决定行棋的步
数。至于六博棋的具体玩法，现存的有关
史料零散，语焉不详。

“有没有和现在的象棋不一样的古象
棋？”记者问。

工作人员思忖片刻，说：“汉魏展厅倒是
有个棋盘，上面的纹路并不是常见的‘楚河
汉界’，而是一种大家都看不懂的格局。”

在洛阳博物馆汉魏展厅，记者见到了这
方陶制棋盘。棋盘约35cm见方，厚5cm左
右，四角被四条直线划分开，直线会聚于棋
盘中间一个四方形区域。四方形区域约巴
掌大小，区域内有无图案已看不清，四条边
外沿中部各有一个英文字母“T”形状的图
案。与“T”相对应的，是棋盘四边中部类似

汉语笔画“横折”图案。
据专家考证，这是汉代流行的六博棋棋

盘。六博棋是古代棋戏的一种，春秋战国和
秦汉时期都非常盛行。据现代棋史学家研
究，这种古老的六博棋可能是世界上一切有
兵种盘局棋戏的“鼻祖”，如象棋、国际象棋、
将棋等有兵种的棋戏，都是由六博棋演变改
革而成的。

到了东汉晚期，围棋日渐流行，而六博
棋棋道相对简单，具有赌博性质，渐渐走上了
衰落道路，玩法也逐渐失传。现在所说的“博
弈”一词，“博”就是指六博棋，“弈”是指围棋。

▲ ▲

寻访不见其踪 咋玩请您献计

▲ ▲

六博棋子：外形颇似麻将 需投色子行棋

▲ ▲
汉代六博棋：“博弈”一词渊源 疑是“众棋鼻祖”

▲ ▲

宋代瓷象棋：棋子保存完整 兵种与现代无异

□记者 徐翔

19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和期盼，76岁的徐淑贤
老人和73岁的徐英娃老人终于和二哥“见面”了。虽然只
是一张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墓碑照片，但足以将萦绕在她
们脑海中的问号全部打消：二哥真的牺牲了……

徐顺修烈士之墓。 （张红琢提供）

宋代瓷象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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