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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线出一分力
1951年 5月，志愿军入朝作战

已过半年，虽取得第一至四次战役

的胜利，但由于重武器太少，令实施
第五次战役的部队大受影响。美军

依靠空中优势，遮断我军补给线，同
时用地面炮兵压制我军步兵，战场形

势严峻。毛泽东发给苏联领导人的电

报里说：“补充物资只有 60%至 70%

到达前线，30%至 40%被途中炸毁。”

可见，美军空地火力优势成为影响志
愿军作战与后勤的大问题。

那个年代，一架喷气歼击机折
合人民币 15万元（旧币值为 15亿

元），坦克 25万元，一门榴弹炮 9万
元，一门高炮 8万元，当时中国肩负

抗美援朝和经济恢复双重任务，财
政上很难再临时拨款，购买作战物

资。恰在此时，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回国，向有关部门反映志愿军的困

难，认为全民出力是当务之急。6月
1日，由社会各界组成的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
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

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
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

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
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

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建议全国
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

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

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或
全部，购置战机、大炮等武器，捐献

给志愿军和解放军。”

无穷的能量
当群众知道“最可爱的人”的困

难后，迸发的能量是无穷的。在捐献

运动中，最脍炙人口的事迹当属豫
剧大师常香玉卖掉剧社的卡车和宅

子，带领 59名演员踏上义演之路，
大家吃大锅饭、睡地铺，直到 1952

年 2月演完后，募得 15.27亿元（旧

币），足可向志愿军捐献一架米格一
15比斯歼击机，这就是著名的“常

香玉号”。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
后，专门接见这位艺术家，紧紧握住

她的手说：“常香玉，你真不简单！”
同样在文艺界，电影工作者徐肖冰、

苏河清、周峰等把自己获得的斯大
林文学艺术奖的全部奖金捐献，用

于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
民主人士也不甘落后，李济深、

蔡廷楷、陈铭德等原国民党爱国将
领倡议捐献“民盟号”飞机的同时，

分别认捐 5000 元、1000 元至 600

元（均为新币）不等，可谓倾尽家财。

民族资本家也捐出营业额的 1%至
2%或 4%至 5%，上海“纺织大王”荣

毅仁一口气捐出 12架飞机的款项。
规模空前的捐献活动中，平凡

人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干部、教师、
工人捐工资，农民捐粮食，工商界积

极缴交税款，连在校生也把零用钱

捐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工
人大部分每月捐出 1-3 个或 5-6

个工日的工资，农民靠节衣缩食、进
行副业生产等办法进行捐献，一个

民族的凝聚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湖南湘潭，76岁的勤杂工谭

楚云从运动发起日开始，就自备一

个竹筒，上面钻个小孔，每天工余挑
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

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筒
谭楚云记”的字样。四川简阳棉农发

起“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
完成捐献两架“棉农号”歼击机的捐

款。江苏泰州姜堰小学向全国小朋
友发起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倡

议书，时年十岁的小学生朱汝杰率
先把自己百日时奶奶亲手戴在脚上

的护身符———银脚环捐献。这一倡
议引发全国少年儿童的积极响应，

很快就有 120多所学校联名响应，
孩子们省下糖果钱，献出心爱的首

饰，并大力开展勤工俭学，通过搜集
废品、打柴割草、饲养小牲畜等方

式，用自己的努力为英雄们做贡献。
这其中，辽宁彰武一所小学的 1200

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
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

子，攒下 1200元，全部捐给志愿军。
曾遭受国民党压迫的少数民族

群众，在新社会里也迸发出强烈的
主人翁意识。甘肃临潭一位回族妇

女捐出珍藏多年的银洋、金戒指、银

裸、银手镯等。在新疆，百岁维吾尔

族老人吾吉尼少汗坚持拾麦穗、纺
线，为捐献武器出力，而迪化（今乌

鲁木齐）的少数民族老汉韩宝旺用
两个月拾废纸所卖钱款捐给前线。

翱翔在历史天空
1952年 6月 24日，总会宣告

捐献武器运动胜利结束。仅以捐献

歼击机为例，截至 1952年 5月底，
东北地区捐款 6525.08万元，可购

机 435架；华北地区捐款 6795.06

万元，可购机 453架；华东地区捐款

21540.67万元，可购机 1436架；中南

地区捐款 13357.84万元，可购战斗
890.5架；西南地区捐款 4471.22万

元，可购机 298架；西北地区捐款
1365.41万元，可购机 91架；内蒙古

捐款 465万元，可购机 31架；其他地
区和个人捐款 1132.5万元，可购机

75.5架。总计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
55650.37万元，可购机 3710架。这

些数字的背后，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捐献飞机过程

中，还呈现出某种地域特点，像北
京、天津、沈阳、武汉工商界即各认

捐 30架歼击机，南京工商界认捐
10架，山东人民给“山东空军师”认

捐 120-130 架，江西人民认捐“江
西空军师”81架。而捐献飞机的命

名也颇富时代气息，出现了“石景山
工人号”“北京东郊农民号”“工商

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妇女号”“中

国海关号”“中国图书号”“华侨号”

“中国佛教号”等等，反映了这场运
动得到全社会的拥护。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志愿军高
技术军兵种迅速发展壮大，令敌人

瞠目结舌。从 1952年起，志愿军空
军沿鸭绿江建立著名的“米格走

廊”，粉碎了美军企图摧毁我军交通

线的“空中绞杀战”。战争期间，志愿
军空军战斗出动 2.6 万多架次，击

落敌机 330架，击伤 95架，美国空
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

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
要的空军强国之一。”正如抗美援朝

总会对捐献运动的总结：“全国的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和其

他各界人民，在这次运动中，都争先
恐后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充分
地表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

大精神！”
这里要强调的是，战争状态下，

那些捐献的飞机并非以捐献者的命
名从军，而是沿用空军战斗序号，被

命名为诸如 2249号、0204号等。作
为专门的军史档案及文物研究者，

笔者多次遇到运动参与者查询当年
捐献的飞机下落，自己都负责地说：

“这些战鹰永远翱翔在那片灿烂的
历史天空上！” 马沈

    一定程度上，战争是经济实力

的较量。二战期间，为了取得反法
西斯的最终胜利，“一切为了前线”

成了苏联人的最高目标，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是普遍的原则。

国防基金应运而生
1941年 7月底，苏德战争才打

了五周，苏联人员和物资损失已到

了极限。7月 29日，《真理报》发表
名为《劳动者提议成立国防基金》的

读者来信，呼吁全体人民挺身而出，
支援抗战。三天后，《真理报》又刊

发编辑部文章《国防基金系苏联爱

国主义的新表现形式》，称“国防基

金纯属自发成立，应赋予其相应的

组织形式，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应
予以关注”。莫斯科红色无产者机床

厂职工率先响应，呼吁全国各界在
战争结束前每月向国防基金捐献一

天工资。国防基金成立后，自愿捐献
数额不限，以力所能及为原则，可以

是一天工资，也可以是义务劳动。比
如 8月份前几个休息日，百万铁路工

人参加大规模星期日义务劳动，除了

采取铁路平转战措施外，还积攒约
2000万卢布捐给基金。

苏联国家银行开设国防基金专
门账户，接收公民的志愿捐献，里面

既有现金，也有贵重物品。像莫斯科

小剧院演员捐献了一个中队的飞

机，取名就是“小剧院”。演员梅辛格
捐资购买一架雅克-7歼击机。作曲

家拉赫曼尼诺夫将其在美国办音乐
会的收入汇给国防基金。据统计，国

防基金募集到现金 170亿卢布、国
债券折合 45亿卢布、贵重物品折合

17亿卢布，用这些钱造出数千辆坦

克、2500多架飞机和 16艘鱼雷艇。

我要捐出斯大林奖金
战争期间，许多名人发挥了模

范带头作用。1941年 6月 23日上

午，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就给国防人
民委员铁木辛哥发电报：“请把颁给

我的斯大林奖一等奖划归国家。我

已做好准备，随时听从您的召唤加
入工农红军，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

一滴血。”当时，一块面包仅需 3卢
布，一支冲锋枪也就 500卢布，而斯

大林奖一等奖奖金是 10万卢布！
无独有偶。1942年，漫画家库

普里亚诺夫、索科洛夫和克雷洛夫

联袂获得斯大林奖一等奖。他们决
定为红军捐购一辆价值 29.5 万卢

布的 KV-1重型坦克，但 10万卢布
的奖金不够，于是文学家米哈尔科

夫、马尔沙克、古谢夫等人慷慨解
囊，最后为坦克取名“冷酷无情”号，

诗人们在装甲上为其赋诗壮行，漫
画家们也在上面联合创作一幅漫

画：被炮火撕成碎片的希特勒尸体。

未亡人捐购坦克上阵
战争是残酷的，也从未让女人

走开。1941年 8月 9日，玛丽娅的

丈夫牺牲，而且没有留下子嗣。这位
寡妇去兵役局要求参军，却因患结

核病而遭拒绝。在此情况下，白天她
在后方当话务员，晚上在家里搞女

红，再拿到市场售卖。她把赚到的钱

再加上战前的积蓄总共 5万卢布，

全部捐给国防基金账户。1943年 3

月，玛丽娅致电克里姆林宫，请求斯

大林用她的捐款制造一辆坦克，命
名为“女战友”号，并批准她参军上

前线，驾驶坦克为丈夫报仇。斯大林
同意了，玛丽娅因此成为苏联第一

位坦克驾驶员。

玛丽娅军士完成速成班培训，
编入近卫第 26坦克旅作战。这辆

“女战友”号坦克在维捷布斯克州新
村附近摧毁一门火炮。而坦克自身

也被打坏，困在战场上两个昼夜，乘

员们仍向敌人开火射击，直到被自
己人手拖车拖拽出战场。1944年 1

月 18日，玛丽娅驾驶坦克碾压了 3

个机枪火力点以及近 20名敌军官

兵，但坦克履带被打断。正当她冒着
敌火抢修坦克时，一发炮弹在身边爆

炸，头部重伤的她被送往卫生营抢
救，终因碎片扎入大脑牺牲。因为表

现英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
授玛丽娅“苏联英雄”称号。常立军

支持抗美援朝
中国人民发动“伟大捐献”

    抗美援朝战争，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所经
历的重大考验。在前线，志愿军以劣势装备奋勇
杀敌，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

南。在后方，各阶层全力投入生产，保障军队供
应，同时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这中间所迸发
出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都让人感动不已。

为了胜利，苏联人民奉献一切

■ 把人民捐献的武器运往前线

■ 大连广和机械厂
王兆达小组增产捐机

■ 湖南勤杂工
谭楚云攒下卖
水钱捐献武器

■ 志愿军空军愈战愈勇

■ 玛丽娅与自己的“女战友”号坦克■ 苏联画家和诗人移交“冷酷无情”号坦克

抗美援朝
周年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