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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时光深处，总会发现岁月的印迹。
70年前的金秋，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
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光影无言，历史有声。10月 19日，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举
办的“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
年主题展览”开幕。540余张照片、1900余件
文物集中展出，其中 824件珍贵文物首次揭
开神秘面纱。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后，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引发
持续参观热潮。气势磅礴的布展与神情专
注的观众，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聆听，跨越时空气壮

山河的英雄赞歌

12 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却抵挡不住观
众的热情。每天开馆前，军博门前等候参观
的人们都会排起长龙。人群中，白发苍苍的
王敏引起记者的注意。和许多志愿军老兵
的子女一样，前来观展的王敏，只为感受父
辈崇高的信仰和一往无前的力量。

1950年，三八线，昼和夜被炮火一次次撕
裂，天空被血与火染红。一场战火猝不及防地
烧到初生的共和国国境线上。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厅起始，以时

间轴为序，清晰呈现着党中央从 1950 年 10
月 1日至 19 日期间每天关于出兵援助朝鲜
的部署安排，可见决策出兵之艰难。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战场环境

艰险，敌我力量悬殊，武器装备落后，打赢战
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志愿军将士敢打必
胜的信念！”在高高悬挂的 100面印有志愿军
部队番号的旗阵中，86岁的志愿军老兵张汉
杰找到自己当年所在部队的旗帜，含泪讲述
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

1950 年 11 月 27 日，大雪纷飞，寒风彻
骨，气温骤降至-30℃。叫嚣着“要在圣诞节
前结束战争”的美军主力部队闯入志愿军伏
击地域，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就此打响。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
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
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
的阵地上。”这是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留在长津
湖阵地上的一首绝笔诗。当时，他所在的连
队官兵衣着单薄，潜伏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最
后全连 125人以俯卧战壕的战斗姿势全部壮
烈牺牲，成为永不后退的冰雕群像。

是役，志愿军全歼美军大名鼎鼎的“北
极熊团”。如今，“北极熊团”团旗作为战利
品收藏于军博，并在此次展览中展出。
“无数志愿军官兵以生命履行了对祖国

和人民的承诺，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我
们心间。”在经过鏖战长津湖的复原场景时，
拄着拐杖的张汉杰立正敬礼，令人动容。周
围的观众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老人表达
深深的敬意。

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
鏖战长津湖……一件件武器装备实物，一张
张珍贵历史照片，一面面立功受奖旗帜，生
动记录着志愿军将士英勇战斗、克敌制胜的
艰难历程和不朽功勋。一股英雄气，升腾天
地间，穿越70年时空，依然激荡人心。

铭记，闪耀在历史天

空中最闪亮的坐标

“指导员同志，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7军 200师 599团 3营 8连战士杨渭清，向您
报到！”11月 16日上午，军博专门举办了一场
文物捐赠仪式。马维华、杨渭清两名曾在同
一连队出生入死的志愿军老兵在军博相聚，
他们眼含泪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此情此
景，让人泪目。

1951年，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马维
华带领全连坚守阵地，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一
直坚守到增援部队抵达。这场战斗，全连拼
得仅剩 21人。换防部队到达后，马维华奉命
带领19人撤离，当时年仅17岁的战士杨渭清
和另一位战友与兄弟部队进行交接。

一别 69 年，两位老兵今年不约而同向
军博表达了捐赠文物意向。发现两位老人
来自同一连队后，军博特意在展厅为他们
安排了这次重逢。捐赠仪式上，两位老兵

动情回忆了那段战斗经历，表达了对战友
的深切怀念，共同向军博捐赠了珍藏多年
的 21件文物。

共和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此次展
览，专门设置了“最可爱的人”专题展。表现英
烈人物形象的白色浮雕，镌刻英烈姓名的红色
玻璃幕墙及幕墙后陈列的200本英雄传记等，
纪念着那些用鲜血染红金达莱的英雄们。

21岁的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
枪口，26岁的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28岁的杨
根思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伟大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有290余万志愿军将士
入朝参战，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
个功臣集体，197653名官兵壮烈牺牲。“当年，他
们怀着满腔热血保家卫国，生命却永远定格在
那炮火连天的时刻。”在志愿军女战士解秀梅的
画像前，今年 20岁的女兵王丽驻足良久。她
说，烈士的事迹让人沉思，也给人以力量，这次
参观更激发了她建功军营的决心。

特级英雄黄继光牺牲处挖掘出来的爆
破筒残体、被炸成 50多段的电话线、布满 381
个弹孔的战旗、镶满弹片的枯树干、被炸成
粉末的石头……大量实物展品，是当年艰苦
卓绝战场的真实写照。在上甘岭战役展区，
市民齐女士被眼前还原的战场场景和历史
物证所震撼，上小学的女儿在黄继光堵枪口
的油画前悄悄问她：“他就是课本上那个明
星吗？”“是的。”齐女士回答，“这些最可爱的
人，才是真正的明星。”

传承，英雄传人高擎

战旗披荆斩棘

“我们向志愿军英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9月 27日，搭载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
遗骸的空军运-20运输机飞行员与机场塔台
的空中对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炽热情感。

离家犹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躯。
2014 年以来，我国先后迎回 7批 716 位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纪念馆。这次展览，从韩国归来的 43件志愿
军烈士遗物也相继亮相，其中 4枚志愿军印
章帮助烈士找到了亲人。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

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他们是国
家的荣耀、民族的偶像。

17岁入朝作战时拍摄的老照片、火神山
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与医护人员互致军礼
的照片……在展览中，展出了 4件与志愿军
老兵张兆堂有关的物品。

站在展柜前，张兆堂老人拿出黑白照片
原样展示给记者。“确诊新冠肺炎后，我相当
于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我又打胜了。”老人
说，志愿军将士敢打必胜的信念深深烙印在
自己身上，他住院时给军队医护人员讲述战
争年代的故事，和他们相互加油鼓劲。

今年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魔，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除夕夜逆行出征；驻鄂
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为打好武汉保卫
战建起一条不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疫苗研
发，军队科研人员忘我投入分秒必争……此
次展览专门开辟抗疫相关展区，“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火神山医院一线医护人
员的抗疫日记本等一一展出。

接过英雄的接力棒，无愧战旗的传人。
和 70年前一样，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无惧生死披上战袍、为国
出征，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用行动书写对
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每个人都是一颗钉子，要牢牢钉在阵

地上，天大的压力也要顶住。”每天晚点名，
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松骨峰特功连”官兵
都要齐声背诵时任指导员杨少成在朝鲜战
场上做的最后战前动员。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特级英雄杨根思的“三个不相信”精神，早已
融入“杨根思连”官兵血脉，成为永不磨灭的
战斗宣言。
“不立战功，不下战场！”黄继光生前所

在部队、空降兵某部军史馆里响起铿锵誓
言，那是英雄传人的又一次热血出征。

70载岁月洗礼，战争的硝烟没入历史尘
埃，但历史的记忆从未褪色。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重温志愿
军将士建立的不朽功勋，致敬谱写了气壮山
河英雄赞歌的“最可爱的人”，大力弘扬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必将激发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风雨无阻向前进。

穿越70年，英雄气鼓荡天地间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单慧粉

观众留言簿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以来，展厅的留言台前每
天都有许多参展观众自发在留言簿上书写感
言，抒发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热爱，对传承
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决心。

永远铭记在朝鲜战场战斗生活的一千多

个日日夜夜。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那是战火

中的青春，那是熊熊战火的洗礼，那是艰难困

苦的锤炼。铁道兵在朝鲜战场创建的“打不

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事迹，永垂史册。

——志愿军老战士 李春旺

我是志愿军第39军老兵，看了展览眼泪

直流。许多战友牺牲了，我还幸存。永远感谢

他们，永远怀念他们。

——志愿军老战士 罗桂良

我们那时候武器装备不如人，步兵有一支

旧枪就不错了，但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

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

威、打出了大国地位，凭的是什么？凭的是我

们的毅力、决心和必胜的信念！

——志愿军老战士 刘 健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将士匍匐在雪地

里，至死都保持着冲锋姿态，让我感受到他们

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名新

时代革命军人，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苦练杀敌本领，把抗美援

朝精神作为砥砺我们前行的动力，为强军兴军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武警江西总队 罗里威

展览中，我所在单位前身志愿军第38军

113师在三所里急行的照片让我深受感动。

先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向着胜利冲锋，我

们要弘扬抗美援朝伟大精神，传承先辈血脉，

练就过硬本领，续写“飞虎”美誉，攻克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第83集团军某旅 程致远

100面鲜血染红的战旗静静悬挂在展厅

里，如同整齐的战阵，威严肃穆、气吞山河。我

们要永远铭记这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不畏

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伟大历史，苦练本

领，以钢多气盈骨更硬的精神状态迎难而上，

在强军征程上书写无愧于先辈的答卷。

——71217部队 赵 威

向抗美援朝志愿军致敬！参观时偶遇志

愿军老兵，肃然起敬。几名现役军人和老人合

影后，一句“爷爷，您保重身体，放心，现在有我

们”让我泪目了……向新时代的军人致敬！我

体会到了作为军属的使命和光荣！

——军属 雷俊霞

外公腿脚不方便，我专程替他来参观，每一

个细节我都用手机录下来，感觉很受教育。愿

志愿军老兵身体健康，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的外孙女 李 丽

看完这些英雄事迹，很难不热泪盈眶。很

多英雄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年纪。作为一名学

生党员，要继承他们的精神，如果我们二十几

岁的人整日暮气沉沉，沉迷于物质世界，那国

家要靠谁去建设呢？

——学生 高 原

今天我认识了好多课本里没见过的英

雄。志愿军将士太勇敢了，等我长大了，也要

像他们一样参军入伍、保卫国家。

——广东汕头学生 林子恒

总有一个时间节点，能够唤醒久远的记

忆，让人们在历史中仰望崇高、砥砺精神。

志愿军老兵朱述元微微抬头，看着前方

高悬的部队番号旗帜，像是怔住了。他想起

血战的最后一刻，想起战友们冲锋的背影。

他从沉思中收回目光看着我们，似乎不

确定我们能否感受当年的壮怀激烈。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是铁心跟党走的

真实写照。

与岁月对望，光影触动了尘封的记忆。

现年95岁的志愿军老战士王凤和说：“人总

会遗忘，但往事自己会爬上心头。”

1950年11月27日夜，长津湖，嘹亮的军

号声突然间响彻长空。继而，惊天动地的呐

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30℃的天气里，志愿军第9兵团的将士

们身穿单薄军装，从埋伏处一跃而起杀向敌

阵，气吞万里如虎。

你是否也有过不解，这样一群正值青春

年华的人，为何心甘情愿献出宝贵生命？

“打仗不是为他人，是为自己、为人民打

仗。”英勇的志愿军将士知道为谁而战，无惧

生死。

尼采说过，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

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所谓“知道

自己为什么而活”，其实就是信仰。

理解了这一信仰，我们也就能读懂那一

个个冲锋的背影—

极寒天气中，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官兵

被冻成冰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依然

手持武器，坚定地注视着前方，注视着发起

进攻的方向。

松骨峰阻击战中，敌军将炸弹、汽油弹、

燃烧弹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山头。阵地变成

火海，黄土变成黑土，石头炸成粉末，重机枪

的枪管被烧弯……整整一个连，只剩下7名

官兵。这份战地记录，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

字——《谁是最可爱的人》。

20岁的黄继光，跟随部队来到朝鲜前

线。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立下了一个军令状，

“不立功不下战场”。6个多月后的上甘岭战

役，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战友赢得了宝贵

的冲锋时间。他兑现了诺言，却也将自己的

生命一同留在了战场。

他们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哪怕

爬冰卧雪，哪怕野火焚烧，哪怕忍饥挨饿，依然

冲锋不止、信念不变，坚持战斗到最后一秒。

这场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的战争，

一开始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联合国军”总

司令麦克阿瑟甚至断言，圣诞节前结束战

争。因为这是一场血肉之躯同飞机大炮坦

克的斗争，一场新生的共和国同世界最发达

国家之间的斗争。

两水洞、云山城、清川江、长津湖、上甘

岭……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成千上万的志

愿军将士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

和亲人的深深眷恋，刻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距离三八线不到6公里的地方，有一片

志愿军墓群，所有墓碑正面都朝向北方—

那是祖国的方向。

1952年9月，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车停

鸭绿江边，司令员宋时轮向长津湖方向默立

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起身时已是

泪流满面。

1958年12月，即将回国的志愿军战士黄

继恕，专程来到上甘岭597.9高地，放下一束

花，捧起一抔土，那里安葬着他的哥哥黄继光。

“我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

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

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

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

我们最大的幸福……”志愿军战士喃喃道。

此刻，老兵朝我们走来的路途温柔了万

般光景。

70年历史浩荡，伴随着金达莱摇曳的影

影绰绰，流过北纬38度线，流经鸭绿江弯弯

的河畔，流向静默的英华山。

循着先烈的足迹，朝着梦想的方向，让

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仰望崇高，让历史照进未来
■中国军网记者 朱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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