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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少气多（油画） 高 阳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994期

闪亮的勋章，不知凝聚着多少铁
血男儿的自豪；而军人的荣誉，也在
这方寸之间闪耀。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硝烟虽然早已散
去 ， 但 那 场 战 争 创 造 的 荣 耀 与 辉
煌 ， 绝 不 会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消
逝。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杨根
思、黄继光、邱少云等 30 多万名英
雄人物和近 6000 个英雄集体……这
长长的英雄行列，汇聚成一部波澜
壮阔的辉煌史诗，铸就了一部群星
璀璨的英雄图谱。然而，这其中有
一枚勋章，却整整等待了它的主人
33 年。这枚勋章凝聚着不只一个人
的传奇故事，更是千千万万志愿军
将士的精神缩影。

消失的英雄

1951 年 6 月底的一天，身负重伤
的柴云振在汽车的颠簸中艰难地苏醒
过来。他缓缓睁开眼睛，一幅壮美的
画面映入眼帘：纯净的蓝天下，是一
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结队的马匹尽情
飞奔，放牧人挥动长鞭吟唱着悠远的
歌谣。

他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吃力
地询问：“这……这是啥地方？”

昼夜守护的医护人员顿时惊喜万
分：“同志，您终于醒了，这里是祖国
啊！我们是要去包头的医院。”
“祖国”，这个亲切的字眼，顿

时 让 柴 云 振 掉 下 滚 滚 热 泪 。 10 天
前 ， 当 志 愿 军 后 续 部 队 冲 上 阵 地
时，柴云振已昏死过去，全身血肉
模糊，头部负伤达 24 处之多。各级
首长亲自到医院看望昏迷不醒的柴
云振，指示要不惜代价抢救这位了
不起的英雄。为此，部队抓紧转送
柴云振回国治疗。

那时朝鲜战事激烈，柴云振治疗
了一年多后，慢慢恢复了健康，但由
于朴达峰战斗前，师部警卫连向 8连紧
急移交补充人员名单时，错把他的名
字“柴云正”写成了“柴云振”，导致
他从此和老部队失去了联系。

1952年 4月，柴云振领了三级乙等
残疾军人证，就从医院直接办了复员
手续。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上级给
他发了 80元补助费，还有可以在老家
领 1000 斤大米的票据。柴云振后来总
是说，那时候国家困难，能发恁多东
西，我很知足了。

柴云振永远记得回到四川岳池老
家的那个下午。他背着背包、穿着褪
色的军装走到村口，老远就看见老娘
背着一大堆柴草，走在弯弯的山路
上，沉重的背篓压得她步履艰难，一
头白发如风中飘荡的衰草。

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妈，我回
来了！”老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一把扔掉柴草，拉住他摸索了半
天，突然放声大哭：“娃儿哇，你硬是
还活起的吗？”

母子俩一番抱头痛哭。柴云振背
起母亲的柴草走向山村，从此走向他
的另一种人生——标志是一把锄头和
一个大西南山区的农民身份。

他不可能知道，一场关于他的漫
长寻找就此拉开帷幕，持续了整整 33
个春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到他当年的 15军军长、师长、团长各
级领导，无不关注他的去向，不断追
寻他的下落。

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英勇事迹在
朝鲜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甚至被编
入了课本，并被翻译成 10多种文字在
全世界传播。朝鲜画家还根据柴云振
战友的描述，画了一张他的“遗像”，
悬挂在纪念馆供人们瞻仰缅怀。

志愿军第 15军老军长秦基伟，曾
动情地对部下们说，我们这支部队是
一支英雄的部队，出了不少英雄、功
臣。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涌现了 37
位英雄模范，其中黄继光、邱少云家
喻户晓，代代颂扬。这些英雄中，有
的牺牲了，有的还活着，他们享受了
党、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待遇。唯有柴
云振同志一直找不到……

当时，这支部队已经改编为空降
兵第 15 军，当年的老首长们下定决

心，不找到柴云振的下落决不罢休。
为此，部队寻访组不惜踏破铁

鞋，跋山涉水，几乎寻遍了全国主要
省市。直到 1984 年 9 月，借助柴云振
战友提供的信息，通过在 《四川日
报》 刊登“寻人启事”，终于如同大
海捞针一般，在四川岳池县找到了柴
云振。

1984 年 10 月的一天，柴云振穿上
了一身崭新的军装，站到了庄严的颁
奖台上。

一场与当年战斗时隔 33年的授奖
仪式隆重地举行了。

那枚躺在部队荣誉室里的勋章，
终于和它的主人相逢了……

柴云振略感紧张地挪到麦克风
前，开始讲述朝鲜战场的难忘经历，
讲述他生命中那最血腥残酷、最荡气
回肠的漫长一天……

最后的防线

提起抗美援朝，人们印象最深的
可能是上甘岭。但在朝鲜战场上，志
愿军奋战坚守的“上甘岭”成千上
万，朴达峰就是志愿军第 15军用血肉
之躯筑起的另一道“上甘岭”。

柴云振一生打过的硬仗恶仗也不
算少了，但 1951 年 5 月 27 日那一天，
部队临危受命的严峻形势，仍然让他
终生难忘。

那时，第五次战役经过两个阶段
的作战，圆满达成了战役目标。中
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停止进
攻 ， 开 始 调 整 部 署 ， 奉 命 向 北 转
移，进入防御作战。“联合国军”总
司令李奇微摸清了志愿军“礼拜攻
势”的规律，最终决定摆开阵势，
共动用了 14 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
的兵力，在 400 多公里战线上展开了
全线反击。

1951 年 5 月 22 日 那天，志愿军
第 45 师正疾行在往北回撤的路上。
师长崔建功突然被紧急召回军里受
领任务，秦基伟军长严肃交代：为
了掩护志司总部和伤员后撤，你们
第 45 师必须赶赴朴达峰一线阻击北
上敌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
10 天！

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倒计时赛。
接到命令后，全师一边行军一边动
员，有几个人就动员几个人，有一
分钟就多讲一分钟。柴云振和战友
们心急火燎地折身往前线跑，连长
跟着一边跑一边嘶哑着嗓子下达战
斗任务，反复讲上级的指示意图，
特 别 是 讲 “ 彭 总 就 在 我 们 阵 地 后
面，能不能保证志司和首长安全，
就看我们的了！”

朴达峰为第 45师 134团防御地区的
主要支撑点，是阻敌北上的咽喉。这
是至为关键的一道防线，一旦被敌军
突破，敌人势必沿公路大举北进，截
断我志愿军东线主力兵团退路，给志
愿军总部和后方基地造成严重威胁。
从 5 月 29 日开始，“联合国军”在飞
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朴
达峰发起进攻。不到一公里的朴达峰
山脊被炸成一片焦土，随便抓一把泥
土，都混着弹片。

134团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志愿军
第15军从上到下都在屏息关注。

从 5月 30日至 6月 4日，朴达峰战
斗连续进行了 5昼夜，敌人在我阵地前
死伤千余人。我 134 团 7连、9连也仅
剩下 40余人，只能合编为一个连。

6月 4日清晨，美 25师一个团在飞
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采取逐次增
大兵力的战术，向7连、9连阵地进攻。

那个时候就像拔河比赛到了最后
关头，双方都耗尽了力气，就看谁能
憋住最后一口气了！连通信员、炊事
员全都上了战场，可以想象战斗形势
有多吃紧。

柴云振就是这个时候从师部警卫
连紧急抽调去补充134团 3营 8连的。

柴云振带着 7 班 9 名战士一冲上
去，就和敌人较量了 3次，场场都是恶
战。他们配合部队 3次把阵地抢回来，
柴云振也侥幸活下来了。

临危受命

战至下午两点钟，敌人又以 3个营
的兵力分多路向我猛攻，占领了我主

峰阵地。我军防线眼看几近被全线突
破，3营指挥所危在旦夕，柴云振和战
友们被敌人的重机枪火力紧紧压在一
个地堡里。

送饭的炊事班也挨了炸，班长全
身血淋淋地用围裙送来一包饭，柴
云振胡乱抓起几把饭正猛嚼着，就
听有人一声大喊：“8 连 7 班，去把
阵地给我拿回来，坚决把敌人的威
风打下去！”

下命令的是营长武尚志，外号叫
“武和尚”，打起仗来不要命，他对着
柴云振把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大：“坚
决给我把山头拿下来！山头拿不下
来，不要回来见我！”

但柴云振当时却没有说话。为
啥？没有人了啊！他班里的战士快牺
牲完了，靠什么夺回阵地？

但任务既然下达了，就是豁出命
也必须完成。柴云振带着破釜沉舟的
决心，把全班 4 个人分成两个战斗小
组，党员郭忠堂为战斗小组组长，带
领王富贵为一组负责掩护；他自己带
领周辅清为一组，向左侧被敌人夺去
的无名高地反击。

他们顺利地拿下了第一个山头。
第二个山头上的敌人眼睁睁看着自
己的人一片片倒下，却干瞪眼不敢
射击——因为柴云振看准了形势，
命令战士们冲上去和敌人“粘”在
一起，敌我混杂之际，敌人的机枪
怕误伤自己人，犹豫着不敢开枪。
柴 云 振 趁 此 机 会 带 领 大 家 冲 了 上
去，很快又夺回第二个山头。这时
另外两名战友不幸牺牲了，现在只
剩下他和周辅清两个人。

这时已经快到下午 6点了，天黑了
下来，暴雨突然倾盆而下。四周一片
静悄悄的。那时候枪声一不响，柴云
振反而着了急。他心想天黑了怎么过
呀，敌人要是摸上来，那可够我们对
付的。

这时，柴云振发现朴达峰山脊上
另 一 个 制 高 点 ， 还 在 敌 军 掌 控 之
中。那个山头地势很高，敌人可以
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火力，对我方
威胁极大。如果不及时消除这个隐
患，我们的部队明天一旦反攻，必
将损失惨重。

可是，柴云振带领 7班已经完成任
务，那个山头并不在攻击目标之内。
现在他们势单力薄，固守待援才是稳
妥之策。眼下不可能有首长的指示，
也不会有战友们的增援，到底应该怎
么办？

千钧一发之际，柴云振逐渐冷静下
来。为了夺回这块鲜血浸透的阵地，已
经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如果再丢了怎么
想得通？这回老子肯定是死定了的，既
然反正要死，那就必须“抓本钱”！打
死一个美国佬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了。
午夜时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孤身出击，夜袭敌营。

听说柴云振要一个人去摸敌人的
哨，小周也来劲儿了，他抢着说：“班
长，我去攻击，你来掩护！”

柴云振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命
令，你留在这里掩护！”其实他心里
想，在我面前你还是个新兵蛋子，让
你去摸敌营，我才不放心哪！

暴 雨 下 得 更 大 ， 狂 风 更 加 猛
烈，柴云振浑身湿透，衣裤紧紧裹
在身上，动作起来更加困难。但他
心头却暗自感谢老天爷帮忙，希望
暴风雨越猛越好，这样才能掩护他
的行动。

孤身血战朴达峰

柴云振艰难地沿着湿滑的山崖，
小心翼翼地向山顶靠近。大概离山顶
还有 30多米，突然听到一阵嗞啦嗞啦
的声响。仔细一看，在一个树桩后
面，竟然藏着一个半遮半掩的山洞！
电流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的。他凭经验
判断，这一定是敌军驻扎在山顶的营
部指挥所。

柴云振心中顿时欣喜无比。他心
想，把这几个鬼子活捉回去，但转
念又一想，现在就自己只身一人，
要带俘虏回去谈何容易？行，那就
要死的！

他迅速冲到指挥所前，猛地一脚
踢 开 门 ， 举 起 冲 锋 枪 就 向 敌 人 扫
射，一个敌指挥官模样的人应声倒
地。刚好门口有几箱手榴弹，他顺
手抓起几颗向指挥所内投去，然后

火速撤退。
这场仗打到 6 月 5 日凌晨，朴达

峰阻击战第 6 天，主峰阵地还在志愿
军手中——不过只在柴云振一个人手
中了。

一个人就一个人！虽然没有上级
的命令，柴云振决心一个人也要死守
阵地，牢牢钉在这里。

天刚一放亮，敌人就展开了大
规 模 反 扑 。 柴 云 振 利 用 有 利 地
势 ， 将 成 捆 的 手 榴 弹 和 爆 破 筒 ，
奋 力 扔 向 敌 群 ， 又 用 机 枪 和 冲 锋
枪 轮 番 扫 射 ， 连 续 打 退 了 敌 人 的
数次冲锋。

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可柴云
振一点也不敢大意。枪声暂停，他
就 去 山 头 四 周 搜 索 ， 防 止 敌 人 偷
袭。果不其然，刚转过山头，4 个敌
兵就在眼前！他条件反射地喊了一
声：“缴枪不杀！”几个敌兵刚一愣
神，他一梭子弹就打出去了，当场
击毙 3 人。

最后一个敌兵离柴云振只有几米
不到。柴云振一个箭步冲上去，连枪
带人把他拖倒在沟里，两个人拼命扭
打在一起，在泥水中翻滚，在血水尸
堆中恶战。

敌兵抓起一块石头拼命砸向柴云
振的脑门。柴云振身体比他瘦弱单薄
得多，再加上那天战斗了那么久，全
身实在没劲了，搏斗中逐渐处于下
风。但柴云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今
天就是同归于尽，也不能放走敌人！
柴云振伸手想抠瞎敌人的眼睛，却不
料右手一滑，食指被对方死死咬住
了。他顿时钻心剧痛，使劲往外扯，
还是挣脱不断。

敌兵已经占尽上风，却被柴云振
拼命到底的劲头吓坏了。他竟然忘记
捡枪，只顾用石头狠砸柴云振的脑
袋。眼见这位中国兵血肉模糊，还一
次次揪着他拼命，这名敌兵吓得翻身
起来朝山下逃命，他在心理上早就输
给柴云振了。

志愿军后续部队终于反攻上来
了。柴云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左手
抬枪扫倒了那个逃跑的敌人，一头昏
倒在阵地上……

朴达峰阻击战，柴云振带领 7 班
连续夺回 3 个山头，歼敌两百余名，
缴获机枪 5 挺、电台 1 部。他自己消
灭敌人一百余名，打死敌指挥官一
名。他所在的 15军在整个芝浦里阻击
作 战 中 激 战 10 昼 夜 ， 共 毙 伤 敌 人
5700 余人，粉碎了敌人攻占铁原、金
化，截断我志愿军东线主力兵团退路
的企图，胜利完成了志愿军首长赋予
的任务。

这是志愿军第 15军在第五次战役
中经历的最艰苦的一场战斗。彭德怀
司令员于激动之中给秦基伟军长发了
一份充满感情色彩的电报：“秦基
伟：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彭老
总对第 15 军的勉励迅速传遍了部队。
134 团的干部战士虽然衣衫褴褛，疲
惫不堪，但许多人抱在一起，热泪横
流。朴达峰战斗是此后上甘岭战役的
一次预演和淬火，正是靠这种向死而
生、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志愿军第
45师后来在上甘岭创造了震撼世界的
战争奇迹。

不是尾声的尾声

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从来不
乏 浴 血 奋 战 、 淡 泊 名 利 的 英 雄 模
范 ， 比 如 魏 巍 在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一文中提到的松骨峰战斗“活
烈士”李玉安、井玉琢，同样深藏
功名 38 年……

正是那一颗颗计利国家、无私
忘 我 的 心 ， 坚 守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的 初 心 使
命，映照出一个百年大党不断战胜
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精
神密码。那些当年舍生忘死的志愿
军英烈，有许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
留下，至今静静地长眠在异国的土
地 上 。 这 不 是 柴 云 振 一 个 人 的 征
途，而是无数志愿军将士构成的英
雄长卷，是中国军人平凡而伟大的
精神图谱。网友们用一副对联，概
括了他们英雄无悔的一生：

生死皆烈士，烈士尽传奇，敢赴

家国生死以；

避趋亦英雄，英雄诚本色，岂图

名利避趋之。

勋 章 铭 记
■王 龙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旋律响起，序幕拉开

进行曲的节拍里，一支劲旅

把祖国之爱装进背包

把同仇敌忾压进枪膛

步调铿锵，义无反顾

向着正在受难的邻邦出发

他们发誓越过严冬，奔向胜利

允许我诗意地描绘这高亢的歌声

响彻云霄

是一个刚刚从苦难中

站起来的东方大国

众志成城的合唱

让全世界

听到了庄严的高声部分

我必须交代一些背景

1950年10月

一个汗水浇灌出丰收的季节

一个金风万里，稻花香透故乡的季节

一个本该在船工号子、大江波浪里

听到亲情爱情的季节

可是

多么无奈的可是

有人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这是被迫吼出的强音

于是

无名川的激流记住了这旋律

青川江的一草一木记住了这旋律

长津湖的寒冰记住了这旋律

上甘岭被成千上万吨炸药炸成的

每一寸焦土

记住了这旋律

是啊，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半岛

永远铭记

一支被特殊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

在怎样的艰苦卓绝中

把这支歌唱到胜利的终点

是的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并谨守的信条

中华好儿郎，唱响这支歌

让自种苦果者

自食其果吧。让侵略者

为自己预支的狂妄买单吧

被粉碎的妄想

“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笑话

只为彰显一个世道公理

——胜利毫无悬念地钟情正义者

历经70年风雨沧桑

今天，站在新时代春天里

迎着太阳，再次唱响这支歌

放眼望

江山无限，海晏河清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每一座山峰都踮起脚尖

每一朵浪花紧挽着另一朵浪花

和平、安定、幸福、小康

成为新的主旋律

每当唱响这支歌

我内心的炉膛又添满了煤块

燃起的渴望，让我身体站得笔直

致敬岁月

并深情回望

每
当
唱
响
这
支
歌

■
刘
起
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