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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从四次战役在横城地区遭到
我军严重打击之后，不愿接受教训，又
纠集了兵力，以英联邦部队、李伪军第
一师、美帝国主义第三师、第二十五师
等部，从汉城逐步向北推进，三月初进
至临津江的东南岸。

临津江是朝鲜中部的一条大江。敌
人依托了这条江水，利用一个多月的时
间，在江南岸构筑了较坚固的防御体系，
堑壕、交通壕、地堡、铁丝网、地雷布满了
个个大小山头。敌人妄想凭借着临津江
天险和长期设防，来阻挡我军的反击。

我军一支支部队，从不同的地区，
以长途行军进抵临津江北岸，任务是：
突破临津江，歼灭当面英二十九旅、李
伪军第一师，并切断美第三师、美第二
十五师南逃的退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
力量，粉碎敌人北犯的阴谋。

正当我军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的
时候，第一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不辞
艰苦来到了前线，带来了祖国人民和
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时，敌
机十分疯狂，白天很难进行慰问活动，
就在夜间举行小型的集会，由各单位派
代表参加。我们开会的树林上空，往往
被敌机投下的成串的照明弹照得雪
亮。爱国艺人常宝堃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为我们演出相声，不幸他光荣牺牲
了。同志们感激祖国的心情和痛恨敌
人的心情，是火一般难以压制的。

在这时，我们第一仗就把江北岸的
敌人驱逐到了南岸，部队进入北岸阵地。

我们的指挥所就前进到原来部队

集结时构筑的一些矮小的掩蔽部里。
这些掩蔽部小得很，在里面直不起腰，连
地图也没法张挂，只好贴在雨布上，再把
雨布挂起来。特别是又正逢下雨，洞里
不住地滴水，滴在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
潭。就在这样的掩蔽部里，我们进行着
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各部队的情况报告
通过各种通信工具送到这样的洞洞里
来，给各部队的作战命令也就从这样的
洞洞里发出去。在这里，应当十分感谢
通信部队的同志们。有时电台被敌机
炸了，电线炸断了，他们有的付出自己的
生命来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

突破临津江的战斗开始了，敌人用
尽一切伎俩阻击我军渡江。敌机昼夜
不停地轰炸扫射，密集的炮火疯狂地向
江岸、江心轰击。每一个桥梁、渡口和
徒涉点都被严密地封锁了。在指挥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面和主要突击
方向的情形：白天，江两岸 20余里路的
地面上弥漫着一片硝烟和炮弹的烟柱；
晚上，遍地都是火光，敌人汽油弹打着
了的树林、村庄在燃烧。天上敌机在不
断投下成串的照明弹，再加上对岸敌人
探照灯不停地照射，整个江面上如同白
昼一样。这还只是看得到的情形，此
外，在江南沿的水中，还有看不见的附
防设备：数道铁丝网，密密的地雷……
但就是这样也阻止不住渡江的英雄
们。当渡江的命令从我们这里发到部
队之后，战士们从众多的突击点上，冒
着敌人的炮火，涉过百尺宽、齐腰深的
江水，向对岸冲去。

4月 22日 23时，我接到了前面部队
的报告：我们胜利地突破了天险临津江。

在突破战中，我们消灭了伪一师一
部及英二十九旅的大部，其中皇家第一
团被全部消灭，缴获了坦克60余辆。

突破临津江，占领了江南岸桥头阵
地之后，就展开了向敌主要阵地的进
攻。各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向
敌人纵深推进。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
记述那数不清的英雄的名字和他们那
些英雄的事迹，只介绍这样一件事就够
了：在正面攻击的同时，我们一个侦察
支队和某团的三营向敌后突进。他们
从敌人的防线中穿过，边打边走，20小
时打垮敌人 7次阻击，前进 60公里，占
领了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附近
的一个制高点——道峰山，炸毁了山下
公路的铁桥，阻拦了敌人的退路，坚持
战斗四昼夜，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
钢刀。最后与我正面部队会合，把敌人
赶到了汉城附近。这支部队荣获了“道
峰山营”与“道峰山支队”的光荣称号。

我们指挥所是随在部队后面过江
的。那天下着不大的雨，是个蒙蒙的雾
天。我们趁白天涉过了齐腰深的江
水。在江水里，我看到被炸烂了的铁丝
网、被起出的地雷。岸上则到处都是敌
人的尸体和散乱的物资。公路两旁还
有被我们炸毁的敌人的坦克。缴获来
的坦克在我军战士的看押下，由俘虏把
它们开向江北岸。路上，迎面可以碰到
我们的战士兴高采烈地押着一群群的
俘虏走下战场。俘虏们形形色色，一个

个满脸泥巴，蓬头露膀子，有的裤子也
穿得前后颠倒了，有的还贪婪地吃着我
们战士给他们的干粮。

就在部队向汉城及其东南前进时，
我和指挥所随着向东南转移。这天太
阳很猛，白天徒步前进，每人手里拿一
把树枝，一面遮阳，一面当作防空的伪
装。部队拉开距离，在曲折的小山道上
分散运动，一天前进了 70多里，爬了三
座大山。我有一段时期没有长途徒步
行军了，蓦然走这样远，不免有些疲劳，
但一路看到我军胜利的景象和敌人的
狼狈相，却也很兴奋。

敌人还是有着装备优势的，敌人是
机械化，我们靠两只脚，为什么敌人还
逃不掉吃败仗呢？其实这是容易理解
的：我们的战士都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
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在我们面前，
一切艰苦困难，都以忘我的精神克服
了，忍耐了。因为部队前进速度快，运
输粮物接济不上，战士携带了 7天的干
粮吃了 12天。当他们干粮吃完了，宁肯
到河边、山上采柳树叶子和野菜吃。为
了爱护朝鲜人民，他们不肯吃田里的麦
苗。有的鞋子磨坏了，就赤着脚走路。
他们有的负了几处伤还坚持战斗。我
和几位重伤员谈话时，他们说：“我没有
完成任务就负了伤，觉得很惭愧，对不
起首长，对不起毛主席和祖国人民！”这
就是我们战士的高贵品质。在这样的
战士面前，什么样的江不会被突破，什
么样的敌人不会被歼灭呢！（作者时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突 破 临 津 江
■杨得志

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成吨的红热的
钢块，朝对岸一个劲地猛砸。那叫人兴
奋的轰隆声，像是多少面大鼓一齐擂，
敌人的机枪射击声跟它一比，简直小得
像蚊子哼哼似的。

我们每个人扛着一根一丈多长的
扫雷杆，顺着交通沟猛往前跑。突击队
的同志们早就憋不住劲了，看见我们来
了就嚷：“快躲开道，开路先锋来了！”大
家伙纷纷给我们让路。有一个胖乎乎
的小伙子拍打着我的肩膀说：“老伙计，
扫得干干净净的，江那边我们全包啦！”

我们顾不得回答他，一口气跑下山
坡。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密密麻麻地
迎头朝我们扑来，我几乎是从红绿曳光
弹的缝里，穿过七八十米的开阔地，跑
到洼地上伏下身来。

我定下神，探出头向前望去：沙滩
上一片白雪茫茫，没有一个脚印，这就
是敌人的敷雷区了。现在，我们扫雷组
伏在这里，趁着我们炮火急袭的时候，
在短短的20分钟内把地雷全部拉响，给
冲击部队扫清道路，保证他们突然冲过
江去歼灭敌人。这是上级经过周密的
考虑做出的战斗方案。我们扫雷组的
同志当然都懂得这个任务很艰巨、很危
险，但是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少
数人冒这个危险是很必要、很值得的。

仔细观察完敷雷区后，我对着赵振
海和金玉山的耳朵喊着说：“我先上去，
要是我挂花了，你们继续完成任务！”我
知道他俩准要跟我争，紧接着改变了语
气说：“听命令，好好隐蔽！”说完，我拖
着扫雷杆朝前爬去。

敌人可能是发觉我们了，轻重机枪
子弹密集地落在身前身后。我按预先
观察好的目标，爬到一个小凹坑前面，
把扫雷杆伸出去，对准那根连系地雷的
钢丝，猛一扭，前边立刻闪起几团火光，
一群地雷爆炸了。登时，沙石滚滚，气
浪把我掀起老高，硝烟火药气味呛得我
透不过气来。

我紧闭住眼和嘴，屏住气，等烟雾
稍散时拿起杆子一看：糟糕！扫雷杆子
炸成两截。赶快趁着爆炸的余烟站起
来飞快地跑回洼地。

赵振海正在那里抱着金玉山——
他已经中了敌机枪弹牺牲了。我来不
及说什么，抄起一根扫雷杆就往回跑，
到第二个雷群地点，随着杆子前头的铁
钩触动，一串一串的地雷又跟着狂吼起
来。没想到第二根杆子又被炸断了。

真叫我又气又急，刚要转身再返回洼
地，却见赵振海上来了。他把最后一根
扫雷杆递过来。
“轰轰轰轰”连着触响了两串地雷，

这次爆炸得这么近，几乎就在身旁，黄
黑色的烟雾遮住了天。我觉得像陷进
地下，一会儿又像腾在空中，被暴怒的
火药掀起的黑土块，像倒塌了的墙一般
朝我身上压下来。我拼命地挣扎着，但
右手和左腿已经使不上劲了，脑袋胀得
无边地大，嗓子眼里冒火。我知道我负
伤了。但我还记着扫雷杆，伸出左手摸
寻着它，等拿到手里一看，身上登时冒
出了冷汗，跟上两次一样，只剩下不到
一尺长的木棍了。我一急，不知从哪儿
来的一股子力气，掀掉了身上的土块向
前爬了几步，大声喊：“赵振海！”没有人
回答。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去找他。
在离我不远的一堆黑土下面，赵振海同
志只露了一个头，伏在那里一动不动。

现在三个人的任务就靠我一个人
来完成了。

我们的炮更加猛烈地射向敌阵，听
声音这是最后一次的火力急袭。在炮
火的闪光下，我看见靠近江边的最后一
串地雷群，像蜘蛛网似的用钢丝连着，
恶狼眼睛一样隐隐闪亮。只要拉响这
一群地雷，通过江边的冲锋道路就完全
打开了。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武器了，
空着手临阵的滋味，真说不出是怎样
的，又急又躁，心跳，手也抖。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和两排红色
曳光弹交叉飞上天空。我们的重机枪
一齐咆哮起来，同志们在枪弹纷飞中开
始冲锋了。而我还没有完成任务。那
一根可恶的闪光的钢丝，就是它，不但
把我拴在这里，一会儿，它还要夺去我
多少战友的生命。部队停在江边，过不
去江，整个突破“三八线”的战斗胜利要
受影响，我这共产党员怎么当的……
“冲啊……”喊声越来越近，好像一股

气浪把我从地上推起来，“拉掉它！”这个
念头在我脑子里火花似的一闪，我猛向前
滚了几滚，用全身力量扑到那钢丝跟前，
好似扼住敌人喉管那样狠劲抓住它，猛地
一拽，“轰！轰！”我立刻腾云驾雾般地飘
到了半空中。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躺在后方医
院的病床上。同志们告诉我：部队早已
安全地突过江去了。（作者时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6团4连3

班班长，一等功臣）

拉掉最后一颗雷
■张财书

上甘岭战斗打响以前，从前沿阵地
上送来一大卷信。在这些热情洋溢的信
里，战士们和各分队的指挥员们向我报
告：上甘岭前沿的战斗准备工作，都是按
照上级的作战计划准确执行的。在一封
战士的来信里写着如下的誓言：要攻，上
级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要守，只
要我们活着，阵地决不会让给敌人！

这样豪壮的誓语，无异是向指挥员
挑战，也是直接要求指挥员指挥好这一
次战役。战士们这种行动，更加增强了
我的责任感。

10月 8日，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宣布
无限期休会，同时，在纽约也即将召开联
合国大会。不难估计：美军要在朝鲜战
场上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势”，来挽
回它的败局，为他们的仆从国加油打气，
以便扩大侵略战争。但是，横贯朝鲜200
多公里的战线上，敌人会从哪一点上发
动进攻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进攻点很可
能选择在我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一线。
这些日子，范佛里特亲自在金化东北视
察了三次阵地，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部
队逼近上甘岭前沿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演
习，侦察机反复进行低空侦察，并不断以
小股部队的出击来侦察我军阵地的地
形……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烟幕遮盖
之下进行的。狡猾的敌人，白天用汽车
装载少数兵员西运，夜间却把大批大批
的兵员载到这里来，看来，美国将军们想
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欺骗伎俩，以保证
他们在主攻方向发起攻击的突然性。

10月 14日晨 4时 30分，忽然大地抽
缩了一下，坑道顶上的沙石哗哗下落，烛
火跳动了几下熄灭了。果然，敌人开始
向我们的上甘岭阵地进攻了。

对于这次战斗的严重意义，我军从
上到下每个人都是了解的。如果敌人一
旦夺取了上甘岭高地，我们的五圣山阵
地便直接受到攻击的威胁。五圣山万一
失守，那么，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平康
的一片平原上就无法立足，整个朝鲜战
局就要起着严重的变化。因此，上级首
长们一再叮嘱我们：“上甘岭这一仗必须
打好，不许打坏！”

敌人向我上甘岭“597.9”和“537.7”北
山，这两个不到 4平方公里的狭小高地
上，一天发射了30万发炮弹，飞机投掷了
500枚重型炸弹。阵地上天昏地暗，火焰
终日不熄，空气为之灼热，岩石变成了黑
色的粉末，山头都被削平了。敌人集中了
7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
下，分成数路凶猛地向我阵地扑来。但敌
人一连冲击数十次，都被我们打败了。

崔建功师长打来电话说：“经过顽
强的阻击和反复的争夺，两个阵地上共
杀伤 1000多敌人，现在战士们已全部进
入坑道。”接着他镇静地说，“按照整个
作战计划，趁敌人站脚未稳，我们正积
极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从表面阵地上把
敌人扫掉。”
“应该这样，先给它个脸色看看！”我

同意了他的部署。
过了不久，我们的炮火就轰隆轰隆

地响起来了，无数颗炮弹准确地倾泻到
敌人头上。战士们勇猛地从坑道里冲出
来，把刚刚攻上山顶的敌人赶下山去。

上甘岭战斗就是以这样的序幕揭开
了。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有时敌人占了山
顶的表面阵地，我们退守坑道；有时我们

的部队冲出坑道，把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肃
清。阵地上的情况往往一天之内多次变
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我们的人始终没有离开上甘岭。

上甘岭战斗从敌人第一次发起进攻
到我们最后一次把敌人驱逐下山，总共
经历了 43天，敌酋范佛里特在这两个加
起来也不足 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先后
投入了美军第七师，李承晚的伪二师、伪
九师，美军空降第一八七团及配属伪二
师的三七团两个营，仆从军阿比西尼亚
营和哥伦比亚营等总共 6万多兵员；出
动了 3000多架次飞机，投掷重磅炸弹和
凝固汽油弹共 5000余枚；使用了 105公
厘口径以上的大炮 300 多门（各种不够
105 口径的中、小型火炮不计算在内），
发射了 290 多万发炮弹；出动坦克 118
辆；先后向我军发动 900多次冲击；有时
为了冲击一个小小的山包，敌人往往使
用 3个营到 5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
甚至一天达 30多次。当战斗结束时，山
顶上的岩石已被炸成一尺多厚的粉末和
碎渣，山峰被削低了两米。

我军战士以他们无畏的英雄气概和
不可战胜的顽强精神迎接了敌人凶狠的
进攻。

战士们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
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祖
国人民所已经熟知的黄继光、孙占元、牛
保才、朱有光、王万成等英雄的名字，不过
是在上甘岭战斗中涌现的上万名英雄模
范人物中的代表罢了。作为曾经参加这
个战斗的指挥员，我为自己有这么多英雄
的战友而感到光荣，我为我们祖国有这么
多的英雄子弟而感到骄傲。

敌人在这次穷凶极恶的进攻中得到
了些什么呢？他们除了付出了 25000个
士兵的伤亡之外，我没看见他们在上甘
岭上得到任何一寸土地。（作者时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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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给！一个苹果。”
这是五连支援我们战斗的一个火线

运输员，年龄顶多不过 20岁，身体矮瘦
矮瘦的，刚刚跨进防炮洞，一卸完身上背
着的弹药，就递给了我一个苹果。

防炮洞只有三米长，两米宽。黄昏
时分借着洞口闪进的亮光，我看到这个
年轻的运输员，满身尘土，下身的单裤经
过一路在敌炮火下爬行、打滚，已经撕了
好几条口子了，脚脖上也划破了好几处，
浸着血迹。我注视着他那满脸汗水的瘦
长的脸孔，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似的问：
“哪里来的苹果呀？”
“我在半路上拾的。连长，你的嗓子

哑了，吃了润润喉咙吧！”
这是事实：自从24日我连出击开始，

除前天晚上营长给了我一块二寸长的萝
卜外，7天以来，我们没喝过一口水。我
的喉咙早就干得冒火，烟熏火燎般的难
受。不用说，战士们更干渴得厉害。
“你们运输辛苦，还是你吃了它吧。”

我对运输员同志说。我想到他这些天来
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也够苦了。
“不，我在路上可以喝凉水。”他对我

羞怯地笑着，推让着，固执地说什么也不
肯吃。

谁都知道，通往后方的三里路内是
找不到一滴水的，这个运输员因为爱护

我们而撒了谎。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这个显见

是用心擦得很干净的苹果：它青里透红，
发出诱人的香味。这会儿，不用说一个，
就是一二十个，我一个人也能吃完。
“给谁吃呢？”我拿在手中颠来倒去

地想。这时，步话机员李新民正在我的
身旁，向上级报告战斗情况。他沙哑的
声音，使我突然注意到：这个平时爱说爱
唱的步话机员，这些天来，在日日夜夜的
战斗中，一直就没很好地休息过，他的嗓
子已经全哑了，嘴唇干得裂开好几道血
口子，血痂还凝在嘴唇上，满脸的灰尘，
深陷在黑色眼眶里的两只眼睛，像害热
病似的布满了血丝，红得可怕。
“李新民，你们几个人分着吃了这个

苹果，润润喉咙，好继续工作。”我把苹
果给了他。

李新民出神地看着我。他知道我的
脾气：话出口就不收回。他回头看了看
另外几个人，又看了看睡在洞子里面的

伤员蓝发保，把苹果接了过去，却并不
吃，转手给了蓝发保。

从来没离开过我的通信员蓝发保，
在一次执行通信任务中被炮弹打断了右
腿，现在睡在那里，很少听到他的呻吟。
他的脸黑黄黑黄的，嘴唇干得发紫。他
拿起苹果正准备吃，突然向周围望了望，
又闭住嘴，把苹果放下了。原来他才发
现一共只有一个苹果。
“连长，你几天没喝水了，你吃吧，吃了

好指挥咱们打仗。”不管别人怎样劝说，蓝
发保说什么也不吃，还是把苹果递给了我。

于是，我又只好把苹果递给了司号
员，司号员立刻转手递给了身旁的卫生
员。卫生员又把它交给了自己日夜照顾
着的伤员蓝发保。最后，苹果转了个圈
儿，还是原样落到我的手中。

再传下去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越
在最艰苦的时候，战士们就越特别关心
自己的首长。我不吃，他们决不肯吃。
于是，我决定由我们 8个人共同来分吃

这个来之不易的苹果。
吃苹果也要做一番动员。我用沙哑

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能够夺回阵地，
赶走了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吃掉这个
苹果吗？”

看看谁也不吭气，我紧接着再逼近
一步：“来，一人分吃一口，谁不吃谁就是
对胜利不关心！”说罢，我先咬了一口，就
转给李新民。李新民放到嘴边，只轻轻
咬了一小口，就交给身旁的胡景才。然
后一个挨一个地传下去。这回是转了一
圈，苹果还剩大半个。
“是谁没有吃？”我问。
仍然没有人吭声。
我真有点不满意了，刚想说几句责

备的话，命令大家认真地把苹果分吃
了，可是，我忽然觉得周围的空气格外
沉静。在昏暗中，我看见一向表现乐观
的步话机员李新民，面颊上闪动着晶莹
的泪珠；借着洞外射进来的微弱的光
线，我看见每个同志都在用手擦着眼
睛。一种强大的感情立刻向我冲来，一
瞬间，我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喉咙似
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我被这种发
自阶级友爱的战友间的关怀深深激动
着，迸出了幸福的、骄傲的泪花。（作者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

团7连连长，一等功臣）

一个苹果
■张计法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解
放军出版社将再版《志愿军一日》。《志愿军一日》出版于
1956 年 10 月，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郭沫若、茅
盾、巴金等多位文学大师或为该书亲自作序或撰写评论文
章，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佳话。书中那生动详实的战争记录
和志愿军官兵舍生忘死、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深深影响和

教育着后来的人们，至今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
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期长征副刊特刊发其中 4篇文章（略有删节），让战争
亲历者的讲述，带领我们回到70年前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一
起感受信仰的力量和胜利的荣光。

——编 者

祖国来信（油画） 何孔德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