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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巍巍作柱擎（中国画） 庄明正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5035期

战场潜伏，人们并不陌生，在影视节
目中，多有描写。

20世纪 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0军组织了一次
多达 3500 人的大潜伏。我当时在第 60
军当宣传干事，有幸参加准备并目击了
这次大潜伏。如今，这次战斗情景仍历
历在目。

一

1953年 6月 10日，一个平凡而又极
不平凡的日子。在朝鲜东线战场，太阳照
耀着绵延的群山。敌我双方阵地依山对
峙。在双方山顶，可见因挖交通壕和修工
事翻起的黄土及互相炮战烧得发黑的斑
斑弹痕。偶尔有冷炮爆炸声在山谷中回
荡，然后归于平静。然而就在这平静中，
却潜藏着惊心动魄的特别行动。

就在前一天夜晚，第 60军 3500多人
已秘密潜伏于敌海拔分别为 883.7 米、
973米、902.8米等阵地前沿，等待天黑发
起进攻。最先头部队距敌前沿不到 200
米。一旦有人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张祖谅军长素有儒将之称，是这次
大潜伏的组织者、指挥者。

1952年冬，第 60军刚从第 68军手中
接防。张军长到前线视察部队，观察地
形，了解敌情。他发现部队求战情绪很
高，所以他在作战会议上提出“歼敌一万，
自损三千，不算胜仗”。每仗之前，必须充
分摸清敌情、地形，坚持“攻必克，守必固，
打必歼”，要出奇制胜。会议决定先打各
山突出部的敌人。采用“零敲牛皮糖”战
术，今天干掉一个排，明天吃掉一个连，积
小胜为大胜。

两个多月间，第 60军先后发动 26次
小型反击战，除一次扑空、两次未完全解
决守敌外，其余 23次都打成歼灭战。兵
团、志愿军司令部嘉奖电报不断传来。
志愿军司令部有一封电报是这样评价
的：“你部 541团在无名高地战斗中，以
敌我伤亡九比一的代价，十天歼敌 1500
多名。此次战斗打得甚好，特别是在反
复争夺战斗中，打得顽强机巧，以小的代
价换得大的胜利。”

1953 年 5月，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
嚣张气焰，配合停战谈判，改变战场态
势，第 60军决定发起夏季反击战役，把
当面之敌的几个高地拿下来。

当时敌我前沿阵地都在高山顶上，
中间隔着大山谷。第 60军要发动进攻，
从我方阵地出发，下山要一两个小时，过
沟爬山又要两三个小时。因为敌人武器
装备远远优于我军，白天行动必然增大
部队伤亡。夜间开始行动，攀登到敌阵
地前沿，离天亮就不远了，即使把阵地打
下来，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改造工事、准备
打敌反扑。张军长考虑，最好的办法是，
头天夜晚悄悄运动到敌阵地前面潜伏一
个白天，等天黑突然发起战斗，出敌不
意，并有充分时间准备第二天打敌反扑。

守敌是一个加强团，我攻击部队少
了不行。精确计算要 3500 人。这么多
人的潜伏，成功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在兵团作战会议上，张祖谅这样分
析大潜伏的可行性：“潜伏区地形复杂，
树木茂密，植被未被破坏，便于隐蔽。敌
人自恃工事坚固，装备优良，绝对想不到
我军会如此冒险。我军指战员战斗情绪
很高，纪律性强，并经过多次潜伏演练。

风险当然有，不过事在人为。关键是工
作做到每个人……”

其实关于潜伏的必要性、可行性，张
祖谅同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早已交换过
意见，形成了共识。

二

作战决心定了，大潜伏进入倒计
时。第 60军党委反复讨论后决定，贯彻
群众路线，从思想动员、物资准备，到军
事训练，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要求各级
指挥员不打官僚主义的仗，亲自观察地
形，参加各类人员“诸葛亮会议”，发动群
众献计献策。

群众路线真是无限神奇。怎样使潜
伏不暴露目标？大量问题被提出来，大
量办法被想出来。

担任主攻任务的 542 团团长武占
魁，走进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八连坑道。

八连是突击连之一，潜伏区离敌人
最近。

武团长进坑道走了一段，在一个拐
弯处，战士们坐在树棍搭建的大通铺上，
班务会开得很热烈。墙壁小洞中，一个
小油灯下，班长在边听边做笔记。武团
长在子弹箱上静静坐了下来。

关于潜伏中如何防止因咳嗽暴露目
标问题，关于睡觉打呼噜问题，战士们提
出许多办法。讨论最多的是万一敌人打
冷枪冷炮，有人负伤怎么办？大家一致
表示，学习邱少云，不叫不动，至死也不
暴露目标。
“多好的战士啊！”武占魁站起来不

声不响地走出坑道。
我当时也参加了多次班务会。听到

战士们的讨论，我常想起那句俗语，“三
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从这个“书本”上学的大道理，是
那样的具体生动。

我们鼓动组把战斗动员内容、兄弟部
队潜伏经验、邱少云英雄事迹、本连队好
人好事等编成演唱材料，带着胡琴、竹笛、
口琴、呱嗒板，走进班排坑道和掩蔽部，即
使只有一两个观众，也从头到尾演唱。演
员们的热情把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于大潜伏，志愿军首长也是放心
不下。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
要亲自听取准备工作汇报。他们特别指
示，汇报只要了解情况的参谋就行，军师
领导不必来，集中精力抓战前准备。

雾中，两辆军用卡车从第 60军司令
部驻地出发，向北疾驰。

邓华、杨得志、参谋长李达和志愿军
司令部作战、侦察、通信、炮兵、工兵等部
门领导都参加听汇报。

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对张祖谅准备用
三个团各打一处，每个团又多路多箭头
实施攻击，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
的方案表示满意。

接着，邓华指示，“要两手准备，潜伏
暴露、奇袭不成，立即强攻。投入后续部
队。每个团要有救护组织，人要多一
些。部队打上去以后，及时抢救转运伤
员。这个工作一定要重视”。

最后邓华指示说，战斗发起之前，把
炮兵第7师一个团配属给第60军。

三

第 60军各级党委和机关，积极而创
造性地落实首长的指示。此外，还有一
些奇思妙招，充满大勇与大智。比如，为
使火力支援适应攻击步伐，炮群靠前配
置，也进行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巧打坑

道，建了后勤仓库，囤积大批弹药、食物
和医疗救护用品。

严防百密一疏，力争万无一失。
尽管指挥员们对潜伏成功信心十

足，但战场上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所以
大家还是为潜伏部队的安全悬着心，都
觉得这一天时间过得太慢了。

午后，电话铃忽然急响。542 团团
长武占魁接到观察哨报告，从 973 高地
上出来几个敌兵，端着枪，开始下山。

指挥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为什么
敌人要下山？是发现潜伏区有情况还是
一般巡逻？决不能让敌人接近潜伏区。
武团长果断下令：“通知炮兵，给他几炮，
把这几个家伙赶回去！”

几发炮弹在敌前进方向几米处爆
炸，山坡上冒起几团烟尘。从望远镜中
清晰地看到那几个敌人扭头窜回自己的
交通沟了。

离太阳落山不远了。敌人又向我阵
地打冷炮。有几发竟然落在潜伏区。这
简直是落在指挥员们心上。部队肯定会
有伤亡。会不会引发目标暴露，让敌人
察觉我方作战意图呢？

观察哨但见硝烟散去，潜伏区一片
平静。

人们哪里知道，这平静是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此时此刻，有 30 名战士中
弹，他们紧咬毛巾，强忍伤痛。535团战
士张保才，被弹片削断大腿，血如泉涌。
他遵守潜伏纪律，一动不动，不喊不叫，
直至牺牲。

盼星星，盼月亮，星星终于开始闪烁
天际。时针指到 20时。几发信号弹升
上夜空，炮火准备开始了。三个高地，忽
然被一阵钢风铁雨覆盖。敌人阵地前地
雷被引爆、照明雷被击亮、碉堡被摧毁，
敌人炮火慌乱还击，又立刻遭到我方强
大火力压制。

7分钟过后，我炮火开始延伸射击。
敌人误以为我军步兵要进攻了，从掩体
中跑出来占领阵地。哪知这是假延伸。
第二次炮火向敌头顶猛砸。5分钟后，炮
火再次向敌纵深延伸。敌人又跑出掩蔽
部。谁知又遭遇我方炮火的“回马枪”，
而且这一次品尝了我军火箭炮的滋味。
“喀秋莎！喀秋莎！”我军指战员们

一片欢呼。只见火箭炮弹在夜空中排着
整齐的火舌，如闪电、似霹雳，刹那间，给
敌人山头严严实实戴上火红帽子。

当炮火全部延伸，潜伏部队一跃而
起，分为13个箭头，各自冲向预定目标。

542 团 8 连向主峰 973 高地冲击途
中遇敌蛇形铁丝网拦路。时间紧迫，爆
破已来不及。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毅
然趴在铁丝网上，搭起人桥，高呼“为了
胜利，从我身上过吧”！同志们踩着他的
脊背，飞驰而过，冲上主峰。

大潜伏，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只
用70分钟，三个高山阵地全部攻克。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
司令部发布了嘉奖令。

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来到第 60
军指挥所，高兴地拍着军长张祖谅肩膀
说：“张军长，有魄力，把几千人潜伏到敌
人鼻子底下，打了一个漂亮歼灭战。”

接着，第 60军又连续三天打退敌两
个师的反扑，采用步炮协同，给敌人以大
量杀伤。共歼敌 7812名，缴获大批武器
弹药和军需物资，占地几十平方公里，彻
底改变了东线敌我防线态势，有力促进
了停战谈判。

大潜伏，大胜利，向世人宣告，中国
人民志愿军越战越强，不仅敢于打恶仗，
而且善于打巧仗。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
战胜的力量，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创造
出来。

目击潜伏奇迹
■毛文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半夜醒来，大雨还在下。早饭后，
革命先烈查茂德的侄子查芳林和安徽
省霍山县政协的同志赶来，雨势丝毫未
小。我们只能冒雨前往瞻仰查茂德故
居和其父之墓了。

作家梁衡在《百年革命三封家书》
一文中，将查茂德的与妻书和“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共和国元帅
聂荣臻的家书一并提及，展现了“百年
革命，三封家书，一条红线，舍己为国”
的宏阔题旨。

霍山是我的第二故乡，查茂德故居
离我曾经工作的地方仅有几里路，我却
不知道他，这真是憾事。
“霍山是红军的摇篮，烈士多，你不

可能都知道。”县政协的同志安慰我。
霍山在册烈士就有 2977人，那个时候，
15岁至 45 岁的男子，一边生产一边拿
枪战斗，保卫胜利果实。全县人口 20
多万，拿枪的就有10万多人。

查芳林说，查茂德是家中长子，下
面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查茂德 8
岁读私塾，因生活贫困 10 岁去放牛。
查茂德走上革命道路，是受了父亲影
响。

查茂德的父亲查知凯是一名共产
党员。1929 年冬，石家河武装暴动成
功，他担任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查茂
德参加了童子团。主力红军转移后，
1930年 7月 24日，驻守麻埠镇的国民党
部队和还乡团反攻倒算来到石家河，将
查知凯等人逮去。查知凯受尽种种酷
刑，最后被押解到诸佛庵大桥头惨遭砍
头。近亲不敢去收尸，只好委托同村的
刘定坤出面善后。当时，查茂德和母亲
就在旁边，却不能上前相认。母亲忍不
住哭了起来，11岁的查茂德强忍悲痛，
悄悄拽拽母亲的衣襟，让她不要哭，以
免被敌人发现斩草除根。

查知凯牺牲后，查家生活没有着
落，母亲领着儿女们以乞讨为生到了县
城。但是，查茂德心中的革命火焰并没
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1931 年的一
天，查茂德上山砍了许多柴，用斧头劈
好码放在家门前。他对母亲说：“如果
我最近不在家，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找
我……”母亲听了这话，当时没在意，毕
竟他只有 12 岁。过了几天，查茂德打
着赤膊，挑着一担柴去卖，一去未回。
母亲不敢声张，悄悄去找，没有找到，心
中便有了数，对外只说“孩子走丢了”。
后经多方打听，知道儿子果然是跟着红
军走了。这一走便是永别。

汽车穿行于苍茫雨幕，雨声铺天
盖地。

车过诸佛庵镇街道、西石门村，穿
过石家河，往瓦背冲村民组驶去。查茂
德的故居就在这里。没想到，滔滔洪水
拦住了去路。这条河平时水不大，有木
桥可以通行，现在，木桥不见了踪影。

对岸的查家旧址背靠一座高山，眼
前这条 L形的河将其围在山脚。透过
树丛，隐约可见不远处的查知凯墓。

闻声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隔河打
着手势，比画着说河水太猛，深及脖颈，
无法过河。我们便去不远处的村部，坐
等雨停水退。

查茂德成为一名红小鬼，随军转战
于鄂豫皖苏区，担任过皖西北保卫局通
讯员、班长、排长、连长，红四方面军总
指挥部一科参谋。长征到达陕北不久，
他随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最前
线，任冀南军区司令部二科科长。

1940年，查茂德参加了著名的百团
大战，其后，奉命收编河北魏县的一支
土匪武装。查茂德单人匹马前往匪巢，
土匪头子郭清见了查茂德就紧张地问：
“你带了多少人马？”查茂德哈哈大笑，
向对方大跨几步，真诚地说道：“到老兄
这里来，带什么人马！”

郭清完全被查茂德的凛然正气震
住，认为共产党对自己特别信任，连连

拍着查茂德的肩膀，赞他是一个“好英
雄”，顺利被收编。

在同日寇的浴血奋战中，查茂德屡
立战功，晋升为冀鲁豫独立旅副旅长。

1947年 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发起豫北战役。查茂德因伤病正在休
养，得知部队要挺进大别山，激动万
分。自从离家出走，十几年过去，他从
没回过家，也不知道母亲和年幼的弟妹
的情况。他渴望能够亲自参加解放家
乡的战斗，于是不顾伤痛，毅然请战。3
月 28 日，查茂德率部攻打安阳县崔家
桥，以扫除进攻安阳城的障碍。

向崔家桥进攻的前一天夜里，查茂
德给爱人张喜如写了一封家信。

喜如妹：

我俩要短期之分开了。这是我们

的敌人给我们的分开之痛苦，只有消灭

了我们的敌人，才能消除这个痛苦。

我的病暂时也没有什么要谨（紧），

因病得的很长，一时亦难除根。我很高

兴在党和上级爱护之下给我这五个月的

时间休养很不错。我这此（次）决心到前

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拿出最大

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我第二个

高兴是你很好，特别是对我尽到一切的

关心和爱护。同时我有两个很天真活泼

的小孩，又有男又有女，你想这一切都使

我很满足，永远是我高兴的地方。

战斗是比不得唱戏，不是开玩笑，

是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

人。趟（倘）我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

都不要难过，谨记我如下之言：

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只

是时间之长短，但也不是很长的。家人

一定要翻身。要求民主与独立，这是全

世界劳苦大众都走革命这条道路，苏联

革命成功是我们的好榜样。

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是为革

命而牺牲，是有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我是

不屈不挠，坚决□□□部队与敌人战斗到

底。一直把敌人消灭尽尽为止。望你好

好保重身体，多吃饭，不生病，我就死前方

放心。同时希你好好抚养丰丰小儿、小女

雪雪，长大完成我未完之事。一直完成社

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社会。谨记谨记。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即民国八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居安徽省霍山

县石家河保瓦嘴□。
茂 德

一九四七·四·二·□于魏□
临别之写

这封信写在随手撕下来的 5小张
笔记本的纸页上，镇静、乐观，又有几分
悲壮，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最艰苦的战斗阶段，查茂德指挥
突击队三次越过围寨河，攀登云梯进入
崔家桥，都被寨内的敌人反击回来，伤
亡惨重。他不顾危险，到前沿阵地亲自
指挥突击队一连摧毁了敌人 5 个据
点。4月 14日，他手持望远镜观察敌人
的阵地安阳城头，准备选择新的突破
口，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新中国成立后，查茂德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河北邯郸建
成后，查茂德的遗骸迁葬于烈士陵园，他
使用过的望远镜陈列在其遗像下。他写
的这封家书陈列于河北涉县八路军 129
师师部旧址陈列馆内，1979年被收录于中
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书信
选》。安徽省红色区域中心纪念园建成
后，查茂德的事迹在纪念馆内展出，其英
名被铭刻在纪念园内的英烈墙上，也将永
远铭刻在其家乡——霍山人民的心中。

查茂德在信中提到的“两个很天真活
泼的小孩”丰丰、雪雪，当时一个3岁，一个
才3个月。查丰长大后参军，在东海舰队
某部担任参谋长一职，后来转业去了深
圳。查雪后来在天津邮政总局工作。

查丰、查雪的健康成长，还有着一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查茂德、赵海枫、甘思和三人是关
系很好的战友，曾经约定不管谁牺牲
了，活着的都要照顾好其家属和孩子。

1947 年 4 月安阳战役，原 129 师 9
旅 26团副团长、冀鲁豫军区 4旅旅长赵
海枫受伤，查茂德从前线回到医院，带
着两罐豆腐乳去看望他。在医院，两人
又说起了约定之事。令人伤感的是，赵
海枫因救治无效在医院牺牲，查茂德不
久也牺牲在前线。1955年，甘思和被授
予少将军衔。

甘思和将军践行承诺，将查茂德的
孩子接到家中抚养。查丰对甘思和将
军充满了感激之情，说甘将军把他当作
亲儿子一样看待，有好吃的，尽他先吃，
家里有了水果，不是甘家的孩子先吃，
是让查丰先挑。

查茂德、赵海枫的墓地都在邯郸晋
冀鲁豫烈士陵园，比肩相邻。20 世纪
50年代初期，张喜如领着孩子给查茂德
扫墓，看到有人给赵海枫扫墓，才知道
是赵海枫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生活遇
到了困难。张喜如回到北京，向时任华
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甘思和做了汇报，
甘思和通过军区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
题和烈士遗属的生活问题。

1954年，张喜如给婆婆，即查茂德的
母亲写了一封信，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信是用黄表纸写的，说：“母亲大人……
茂德十几年在外南征北战，没有尽到
孝……”张喜如将国家发的抚恤金全部寄
给了婆婆。她想到大别山看看婆婆，终因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未能成行……

今年，查雪给查芳林寄了一张查茂
德与妻子的合影。照片上，从不戴眼镜
的查茂德却戴着一副眼镜。这是因为
1946年，在对敌作战中，查茂德的左眼
被打瞎，后来在邢台一家德国人的诊所
装了假眼。

临近晌午，雨渐渐变小，但是河水
仍然汹涌澎湃。我们只能原路返回。

那天，夜宿诸佛庵画家村，耳边响
彻着轰轰隆隆的洪水声，脑海中电影般
流过百年来各个时段的经典画面。历
史，不就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吗？我
听见了令人震撼的河流的回声。

先
烈
家
书
抵
万
金

■
沈
俊
峰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这些铿锵的脚步

来自黑暗中的一把火

是埋藏了千万年的意志

寻找着返回

仿佛是一场春雨

浇开了正在发芽的大地

小草，绿成漫山遍野的流水

一波一浪与海相遇

山顶上的花开了

那是山脚下一张张笑脸

铺开一个崭新明天

一串一串叠加成世界

他在部队是一名好班长

复员回村，退伍不褪色

当了村支书，带领乡亲

打机井修水利，变旱地为水田

调整经济结构，从生产到贸易

绿色的脚步在延伸

已经快触到金色的撞线

在脱贫攻坚路上成为永远的风景

唱出生命的意义
从小爱听的一首歌

长大后就记到心里

到部队又学会了唱

而且和灵魂连在一起

紧紧地成为军营一道晨曦

老班长常常大声喊我的名字

答到时，和班长一样像“打雷”

声音碰响了长空的大美

退役时班长又喊我的名字

声音很低很低，却能穿过大地

我边应声边流下一串眼泪

不小心又碰响了一声“雷”

这声雷，滚滚地藏在心里

复员后用它作为动力，创建

一个老兵平台，为战友们传递友情

把“我是一个兵”唱出生命的意义在脱贫攻坚路上（外一首）
■王发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