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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念：志愿军老兵忆峥嵘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近期在央视播放两轮的电视剧
《跨过鸭绿江》，将这首当年唱响大江南北的
赞歌作为片尾曲，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又带
到 70?年前那场难忘的战争。“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7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用鲜血铸就的国家尊严，从此写在中华儿
女的脸上，志愿军战士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
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从此铭记在中华儿女
的心中。本报收到收到两位志愿军老兵来

信，讲述了他们独特的战争经历，用事实告
诉人们：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用百万“联合国
军”覆亡正告世界，古老的中华民族拥有顽
强不屈、敢打必胜的意志，决不允许任何列
强恣意挑战中国的底线！

    我是 1949年进入军校，1950年来到 40

军 120师，抗美援朝中，我两次赴朝参加医
疗救护，“三千里江山”给我留下深刻烙印。

1951年 2月，我带领十多名年轻的卫生
兵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由于美国为

首的“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我们为了减少
损失，主要在夜间行军，尤其要通过三九线

上的“卡口”———清川江，进入前方战区。敌

人千方百计封锁清川江桥，我们三人一小
组，利用敌机轰炸间隙，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过江面浮桥。当时敌机一边往天上打照明
弹，一边俯冲轰炸扫射，激起水柱，但志愿军

分队凭着机智和勇敢，都顺利地冲到江对
岸。那次过江后，部队特意给我记了功。

那时候，朝鲜战局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军在陆战上讨不到便宜，就以优势航空兵

打击我方交通线，以期窒息志愿军后勤，美
军指挥官把这一毒辣战法称为“绞杀战”。最

艰难的时候，志愿军不要说武器弹药，连救
死扶伤的医药器材也十分短缺。为保证前线

急需，我们医务兵跟着卡车夜间运输。我军

在公路沿途设有瞭望哨，听到敌机飞临时会
鸣枪警示，让汽车熄灯停驶，飞机走后，就敲

汽油桶，让汽车开灯行驶。不过开车时，司机
被马达声响包围，往往听不到警示，必须有

人坐在车厢上转达警示，我们医务兵听到枪
声就敲打驾驶室，提醒司机关灯，一次次冒

着生命危险保证医疗器材补充到前线。
1953年 3月，我们师向盘踞梅岘里东山

和马踏里西山的美军陆战 1师出击。师后勤

野战所就设在距前线十多里的坑道内，我所

在的手术组用木板搭成手术台，用汽油灯作
照明，不停歇地收治伤员，进行简单的外科

手术。一天，卫生队洗晒纱布敷料，被美军航
空校射机发现，遂指引炮兵覆盖，一发炮弹

打到坑道口，造成两死两伤，其中一位医生
姓柳，是我的学友及战友，我们同住一个坑

洞的一张土炕上，看到他鲜血淋漓、牺牲倒

地的场景，我和其他战友们悲痛万分，但我
们没有屈服，而是以百倍仇恨去坚持战斗。

正义终于战胜恶魔。1953年 7月 27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当晚 10时，整个三八线

上实现停火。我们兴奋万分，高兴得彻夜未
眠，高喊：“祖国万岁！我们胜利啦！”不久，我

们回到祖国，1956年我光荣退伍，此后一直
工作在医务系统，直到 1994年离休。作为战

争的亲历者，我能生活在今天经济繁荣、人
民幸福、国防强大的伟大祖国，亲身感受全

国人民对抗美援朝精神的无比崇敬，我想对
197653 名志愿军烈士说：

“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的奉献，我们将以你们

为榜样，继续跨过

‘新时代的

鸭绿江’！”

志愿军痛歼英军王牌坦克

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炮火中的手术
志愿军 40军 120师 阳至诚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里，英国是出兵第二多的国家。为博得美国
欢心，英国把最新式的百人队长坦克都开上

前线。然而，英国人本想在朝鲜“显摆”百人
队长的威力，可对垒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靠着

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与勇敢让其折戟沉沙。

“地理克星”在等待
英军坦克驾驶员杰克·刘易斯说，朝鲜

半岛或许更适合冷兵器交战，因为遍布的峭

壁悬崖和泥泞水田，根本不适合机械化部队

展开，“说实在的，坦克遇上‘地理克星’了”。
真正使百人队长坦克集体亮相的战役

是 1951年 4月的第五次战役，而“联合国

军”方面将其称为“中国军队第一次春季攻

势”。战役中，志愿军要突破临

津江，重新打开进军汉城（今
首尔）的大门。当时，“联合国军”

沿临津江设置重兵，其中隶属美

国第 1军的英军 29旅防守临津江西

侧，与志愿军 63军形成对峙。

29旅由汤姆·布罗迪准将指挥，队
伍里都是二战老兵，还配属第 8团 C连

的百人队长坦克，战斗力还可以。奇怪的是，

英军没有深挖战壕，设置铁丝网，因为他们认
为只要坚守很短时间，美军就会来换防。

战斗在 4月 22日打响，志愿军第一波
炮火全砸在美军阵地，英军一开始没有受到

冲击，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内心还
有点庆幸。没想到 23日凌晨，志愿军强渡临

津江成功，29旅防线崩溃，主力格洛斯特团

被孤立在渡口附近的高地上。29旅旅长布罗
迪哀求美军驰援，自顾不暇的美军“卖个人

情”，把属下最无能的菲律宾第 10营派过
去，他们有美国军援的 M24霞飞坦克，和 29

旅装备百人队长坦克的 C连一起开赴前线。
然而，霞飞坦克和百人队长坦克的搭配

很不协调，由于后者功率太低，往往菲军坦
克突破志愿军路障后，英国坦克却跟不上，

战至 24日凌晨，负责无线电联络的一辆百

人队长坦克出故障，堵在路中央，导致英菲
坦克集群陷入混乱，志愿军趁势反攻，英菲

军人只好丢下坦克溃逃。当志愿军 63军军
长傅崇碧涉水渡过临津江时，迎面遇见一队

英制坦克（显然是百人队长）正往北开，这都
是志愿军缴获的，由于中国士兵不会开，就

押着英军俘虏开。

饮恨马良山
经历临津江惨败后，朝鲜战场上的英军

进行调整，第 8团转隶英联邦第 1师，该师

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组
成。1951年 10月 3日，该师进攻志愿军保卫

的马良山，它紧靠三八线，如“联合国军”占
领，则严重威胁着三八线以北朝鲜国土。

10月 3日凌晨，英联邦第 1师先攻马良

山外围的高旺山，由英国皇家苏格兰团为主
力，第 8团的百人队长坦克提供掩护。志愿

军早就布设大量地雷，使得大批坦克因中雷
或陷入沼泽而丧失机动能力，而志愿军依托

工事采取“阻、打、藏、反”相结合的战法，扼
守纵深要点，导致英军伤亡惨重。经过反复

争夺，英联邦师靠着兵力和火力优势，勉强

夺取高旺山，接着向马良山发动进攻。

10月 5日凌晨，担负主攻的英联邦一个
步兵营借大雾向目标进发。9时许，该营 B

连已走完一半路程，然后 D连超越 B连接近
马良山主峰，这时候大雾突然散了，D连完

全暴露在志愿军面前，指挥官孤注一掷，命
令手下发动冲锋，同时命令停在半山腰的百

人队长坦克拼命开炮。中国战史记载：“敌军

约一个营向我防守的马良山东南山脊攻击，
我军击退敌军数次冲击后，即撤至后续高

地。”7日，英军以 1个步兵团在 60余辆百人
队长坦克的支援下，向马良山主峰轮番冲

锋，至 15时占领。然而，英国皇家苏格兰团 1

营换防控制马良山不到一个月，便在志愿军

凌厉反击下输得一干二净，从此“联合国军”
再未染指马良山一寸。 石宏

从黄浦江到鸭绿江
志愿军高炮师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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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志愿军老兵，也是新民晚报军

界瞭望专版的忠实读者，去年 11月 8日贵报
刊登文章《苏军高炮兵的“援朝岁月”》，不仅

展示中苏战斗情谊，还引出非常接“上海地
气”的军史佳话，作为亲历者，我想作点补充。

新中国成立时，防空力量弱小，我所在
的高炮师基本使用从国民党军缴获的杂牌

武器，像法国哈乞开斯式机枪、德国莱茵式

20毫米机关炮、日本八八式 75毫米高炮，
甚至连自沉军舰上拆来的火炮也拿来应急。

刚解放时，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频繁空袭上
海，中央军委急调我师参加防空作战，部队

一到，时任市长陈毅对我们师长张强生（老
红军）说：“你们马上去浦东，守好上海东大

门。”部队开到一片人烟稀少、阡陌纵横的水
网地带，沿周家渡到白龙港，从外高桥到低

沙滩吴淞口部署绵密的对空探测网和火力
网，阻断敌机轰炸航路，上海终于有了集中

精力搞建设的和平环境，各行各业突飞猛
进，敌机有时只能在长江口外的海面上，偷

窥一下而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上海空情刚刚稳定，

美国侵略者就把战火烧到

鸭绿江边，高炮兵迅

速北上，先保卫

鸭绿江沿线的

水电站、机场、
桥梁等设施，

后来进入朝鲜
纵深，保卫战

略要地和交通
线，在战火中

成长。作战期间，我们曾与苏联支援的歼击

航空兵、高炮兵、探照灯兵协同作战，我们学
到很多战术战法，取得不少战果。当年，志愿

军高炮兵有个战斗誓言———“大炮上刺刀，
人在炮在阵地在，有炮弹就要和敌机拼！只

要你炸不死我，我就要把你打下来”！美军飞
行员大都参加过二战，经验丰富，战争初期

占据空中优势，不光见人就打，连一头牛都

要投弹，造成极大威胁。我们不拘泥于苏军
教材里“四炮一所”（每个阵地四门炮、一个

指挥所）的布阵法，有时候将高炮一字排开，
在公路两侧织起火网，专门对付低空飞机，

令敌人心惊胆寒。不仅如此，我们还采取真
假交织的办法，当美军侦察机出现时，假阵

地的高炮先敌开炮后转移，而隐蔽在真阵地
上的高炮严阵以待，专打后面过来的美军攻

击机群，不少敌机因此掉了翅膀。
1953年朝鲜停战后，苏军高炮师官兵

全部回国，武器装备则全部留下，上级指定
我师接收，同时接受苏军的技术培训。我们

不仅接装苏制高炮，还有师属和团属专用对
空情报雷达、连级炮瞄雷
达，这些“千里眼”能让高炮

炮手在夜间无需探照灯配
合也能精确打击，成为全天

候作战的防空部队。几十年
后，随着喷气歼击机、地空

导弹等兵器服役，我们用过
的高炮已变成博物馆里的

展品。每当我看到这些“钢

铁战友”的身姿，总会想起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战士们抢救被敌机
轰炸起火的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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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人队长坦克抵挡不了志愿军的攻势

■ 女卫生员火线抢救伤员

■ 抛弃在临
津江前线的百
人队长坦克

■ 高炮兵凯旋归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