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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长津湖》早已红遍大
江南北，人们无不为志愿军先辈
的精神所打动。在上海，一位 97

岁的老者渴望走进影院，重温那
段峥嵘岁月。遗憾的是，由于年
事已高，他只能暂时通过欣赏片
花来一解思念之情，每每看到列
车出关、雪原搏杀、胜利会师
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念叨着：
“对，就是长津湖，好像梦里的
战友又回来啦！”

    1950年 12月 10日，长津湖战场

上出现了一幕奇景：一小群军服破烂、
饥肠辘辘的中国军人尾随一支美军摩

托化部队穷追不舍，缴获 7辆坦克。原
来，美军嫌履带式车辆速度慢，干脆抛

弃装甲车辆，都挤上卡车逃命，结果这
些坦克成了志愿军小分队的战利品。这

些勇士就来自瞿俊所在的 20军，他们

已在冰天雪地里连续鏖战半个月，又突
遇 30小时暴风雪，伤亡剧增，弹药几乎

耗尽，但他们仍然坚持到最后。就像美
国人自己所评价的：“这次突袭深刻地

反映出了中国军人‘战至最后一人’的
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0、58 师

尽管仅剩这么一点能战者，但依然毫不
畏惧地发起了攻击”。

瞿俊对这次追击记忆深刻：“部队
边追边打，陆战 1师狼狈不堪，我军一

口气追到兴南港外围，海岸线已
遥遥在望，但此时隐约可见

海上美军舰炮口火光一

闪一闪，随后炮弹就密集倾泻而来，部

队这才下令停止追击。”
长津湖战役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

的局面，将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
线。战后，侵朝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总

统杜鲁门撤职，毛泽东主席在给 9兵团
的电报中称之为“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

务”。但是，伟大的胜利是用志愿军将士

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20军军长张翼
翔在听完电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

一仗的艰苦，超过了长征的时候。”
瞿俊特别怀念当年在黄草岭 1081

高地上坚守的 60师 180团 1营 2连战
友，他们扼住美军南
逃的咽喉，从 12月 2

日占领高地，

到 9日清晨都顶住了美军的集团式冲

锋。战至 9日上午 11时，美陆战 1师发
起最后冲击时，阵地上却悄无声息。“为

什么不还击？”“为什么一点枪声都没
有？”当时的营团指挥员都急眼了，战后

打扫战场时，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震
撼，全连官兵战士们保持着战斗姿态，

全部冻死在阻击阵地上，铸成了悲壮的

冰雕群像！
1952年 9月，9兵团奉命回国，车

开到鸭绿江时，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让司
机停车，他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

后脱下军帽，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时，
警卫员发现司令员已经泪流

满面……话到此处，

瞿俊也哽咽了！

战火起 万里赴戎机

    他叫瞿俊，一个 1940年就离开

上海弄堂去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走
的时候，身上只有一个小包袱，浙江

路桥上的有轨电车叮当声、南京路上

的霓虹灯光，都在与我作别……但我
知道，我一定要回来，而且是扛着红

旗回来！”他没有食言，许许多多像他

一样的上海学子不甘忍受日本侵略，
参加共产党新四军，开辟浙东根据

地，日本投降后又投身人民解放事
业，终于在 1949年亲手解放了故乡

上海。那时，瞿俊业已是 20军 60师
178团一个加强营的营长，统领着上

千健儿在杭州湾畔进行渡海登陆训
练，为祖国统一做最后准备。

瞿俊和战友们万万没想到，刚度
过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侵朝美军就

把战火烧过三八线，炸弹扔到了鸭绿

江畔的中国一侧。“是可忍孰不可
忍”，10月初，包括 20军在内的多支

劲旅奉命从上海乘火车秘密开赴山
东整训。要交代一下，20军刚按华东

军区暨第三野战军五月会议精神，实
施基于“缩减机关，充实部队，以质量

代替数量”原则的整编，整编后师辖
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

团，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

又两个炮兵连，尤其团级
增设作战、侦察、通信、管理

股，对瞿俊这一级别的指挥
员来说，意味着要熟悉全新

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战术要
领。然而战局瞬息万变，战

机刻不容缓，世界上最强大

的国家要“登门踏户”，“我
们绝不能后退半步。”瞿俊

回想当年，依然斩钉截铁。

    就像《长津湖》所交代的，朝鲜战局

发展之快超乎所有人想象，20 军本打
算在山东整训三个月再北上，不料在

1950年 10月第一次战役中就挨了志愿
军当头一棒的美军仍不死心，继续动用

第 8集团军从西线北进，还出动包括二
战王牌海军陆战 1师在内的第 10军经

东线长津湖杀奔鸭绿江，企图在圣诞节

（12月 25日）前占领朝鲜全境。中央急

调包括 20军在内的 9兵团提前入朝。

11月 6日，20军刚到沈阳皇姑屯
站，突然传来上级命令：军列不停，立即

改由辑安（今集安）入朝，以便尽快截击
从长津湖过来的敌人！这里有个细节，

即整个 9兵团途经沈阳时，时任东北军
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贺晋年见到

这些南方来的战士衣着如此单薄，许多

人还戴着大檐帽，连呼“这怎么得了！这

怎么得了！”他当即吩咐赶快

去仓库找棉衣、翻棉鞋、弄皮帽，有

多少拿多少，但军情十万火急，部队开

拔刻不容缓，他又果断决定：留守部队
立刻脱下身上的冬装直接往车上扔。

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战士没有拿
到，瞿俊至今都记得，大家想尽了办法

来保暖：有人把衣兜拆下，配合从棉被
里扯下棉花，做成护耳；有人把白毛巾

包在头上再戴上军帽……“各级干部分
头到各车厢传达，抵达辑安后，又以团

为单位紧急召开誓师大会宣誓出征，
11月 11日各部开始正式跨过鸭绿江，

在朝鲜军民注目下一路向南，再向南。”

瞿俊深情地吟出一句《孟子》的名言：

“虽千万人吾往矣！”

夜晚是中国人的    开进途中，这支为保守机密而提前

取下帽徽、胸章等标识的神秘队伍还是
引起了朝鲜军民的注意。有一位朝鲜人

民军大尉突然上前用汉语搭话：

“你们是中国军队？”
“志愿军。”
“你们有飞机？”

“没有。”

原来，这位大尉参加过中国的解放
战争，随四野部队从松花江打到海南

岛，他听到回答后有些遗憾：“同志，没
有飞机，要打美国鬼子，不行咧！”的确，

志愿军入朝的首要问题是“能不能打”，

破题关键是如何在美军掌握制空权的
情况下调动兵力。瞿俊告诉记者，受限

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美机基本在白天活
动，志愿军必须把夜色的掩护作用发挥

到极致。9兵团的三个军夜行昼宿，有
人用白色被单包裹全身；有人反穿棉

袄，把白色内衬露在外面；帽子也用白

毛巾包起来……直至 27日黄昏发起进
攻，美军才发现被分割于新兴里、柳潭

里、下碣隅里等主要区域，可为时已晚。
此刻，已担任 20军 60师 178团副

参谋长的瞿俊正率部隐蔽穿插到古土
里（当时我军称古土水）东北地带，友邻

179团则前出至富盛里，于 11月 27日
黄昏前共同切断古土里与下碣隅里的

通道，形成围歼美军陆战 1师的态势。

就在这一天，长津湖战役正式打响，美
陆战 1师师长史密斯眼见交通枢纽下

碣隅里不保，严令英军中校道格拉斯 ·

德赖斯代尔为首的第 41分遣队打通下

碣隅里方向的公路。28日，德赖斯代尔
所部配合古土里守军两面夹击，用 90

多辆坦克和多架飞机向 178、179团阵

地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连德赖斯

代尔都被打伤。
战斗到了白热化程度，随着伤亡越

来越大，瞿俊配合团长，将尚可作战的
指战员合并为 5个连继续拼杀。然而部

队缺少食物和棉装，只能啃冻土豆吃冰
雪，关键是弹药即将告罄！此时，除了死

战不退的坚定决心外，必须动脑筋想办

法了。为此，瞿俊根据部队近战、夜战的
特长，组织部队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突

袭美军营地，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摸掉美
军岗哨，还在羽绒睡袋中的美国兵一睁

眼已成了俘虏。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他们将美军用于指示空投地域的大幅

布制地标带回，铺设在我军一侧。果然，
天一亮，敌机就乖乖地把食品和装备空

投到了我军阵地，导演了一出“天上掉
馅饼”的好戏。说起此事，瞿俊至今还感

叹：“美国鬼子的鸭绒睡袋真暖和！”

永不停息的战斗

■ 瞿俊在 1955年
拍摄的授衔照

■ 朝鲜人民军代表向 20军军长张翼翔赠送锦旗 ■ 志愿军缴获美国M46巴顿重型坦克

■ 志愿军战
士用缴获的美
制 M1 加兰德
步枪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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