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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中的一次血战

借助夜色 猫着腰 作为第二梯队

临时补充上来的一个兵

他踩着滚烫的焦土

一步步前行 同时

他也在一步步走完他的烈士之旅

目前的战况是

第一梯队打残了 拼光了

第二梯队只剩下他们了

当他们第 130 次 或第 289 次

（最终的数字是第 900 次）

从坑道突入表面阵地

他们从身体里掏出了誓词

掏出了忠诚和胆魄

最后只剩下慷慨一死

掏自己的命了

子弹从敌人的地堡里

像大雨那样泼过来

他们借助凶猛的炮火

在刚抢占的阵地

以纵横交错的火力网

网罗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前几个人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他被命令 带领两个兵

炸掉那些地堡 他说是！

三个人像三粒豆子那样撒出去

那两个兵分别叫吴三羊和肖登良

他们交替掩护 都像他那样

猫着腰 一步步前行

一座地堡被炸掉了

又一座地堡被炸掉了

这时 他们的身影 出现在第三座地堡前

像眼镜蛇那样 高高探起的夜视镜里

但他们毫无察觉 他们继续猫着腰

继续向他们认准的目标挺进

哒哒 哒哒 哒哒

地堡里三个精准的点射

吴三羊仰面倒下 肖登良的胸膛

被一颗子弹钉在焦土中

再也挪不动了 猩红的血

哗啦哗啦流淌

这些他都看在眼里

他还看见一束光

嗖的一下 钻进了他的胸膛

他一阵颤栗

黏稠的血洇了出来

把胸前的军装和弹袋

身体下的那一片浮尘 染红了

脑海里传来溺水般的晕眩

喉咙也喘不过气来

他知道 一道门就要关闭了

一把锁就要锈死了

但他的思维还那么清晰

还没有像他的身体

快熬到油尽灯枯的时候

他清晰地意识到

他们战斗小组三个人的任务

现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他必须代替吴三羊和肖登良

代替死在他前面的所有人

顽强地活下去

把他们想做的事做完

然后去追赶他们

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重做一支部队的兄弟

想到这里 一阵困倦袭来

他拼命摇了摇头

把自己摇醒

他知道自己一旦闭上眼睛

一旦睡过去

就永远不会醒来了

因此他命令自己振作起来

挺住 向前爬

他趁自己的血还未流干

艰难地爬啊 爬啊

往那座地堡的射击死角爬

然后他纵身一扑 用残损的身体

堵住了那根咆哮的枪管 是的

他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英雄黄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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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江人 1931 年 1 月 8 日出生

1952 年 10 月 19 日壮烈殉国

我还应该告诉你

黄继光是上甘岭战役 38 个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中的一个

当然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黄继光
■刘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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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官兵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

壮丽恢宏的精神史诗。他们是中华民族

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其中，12 位志愿军

指挥员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

章、金星奖章。这是朝鲜人民以国家名义

给予中华儿女的最高荣誉。中国人民志

愿军及其创造的伟大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如同一面永不褪色的鲜艳战旗，高高飘扬

在世界的东方。

12 位荣誉获得者之一、志愿军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是这支光荣部队的代

表。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深知，1950 年代的

新中国已不是 1840 年代的旧中国，中华

民族已经从百年的混沌中清醒过来，中国

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

来了，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关键时

刻，彭德怀横刀立马，背负着祖国和人民

的信任与嘱托，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率先

跨过鸭绿江。6 天之后，抗美援朝战争正

式打响。

和平是打出来的。经过 5 次大规模

攻防运动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把所谓的

“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

近，迫使帝国主义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

战，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这支光荣部

队的指挥员，这份至高荣誉，彭德怀实至

名归。

12 人中的杨根思、伍先华、孙占元和

杨春增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为了践

行“人在阵地在”这句铿锵有力的誓言，

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毅然拉响炸药

包、爆破筒、手雷或手榴弹，与敌人同归

于尽。

1950 年 11 月底，朝鲜长津湖地区冰

天 雪 地 ，气 温 降 至 零 下 30 摄 氏 度 左 右 。

为了阻击美陆战一师，连长杨根思奉命

带领第三排坚守下碣隅里东南小高岭阵

地。战至最后，杨根思拉响仅有的一包

炸药，与爬上阵地的敌军同归于尽，时年

28 岁。1952 年 9 月 30 日，在朝鲜金城郡

官岱里以西反击美军战斗中，班长伍先

华抱起 10 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跳进敌

占 坑 道 ，与 40 多 名 敌 人 同 归 于 尽 ，时 年

25 岁。1952 年 10 月 14 日的上甘岭战役

中 ，在 战 友 相 继 伤 亡 、弹 药 告 罄 的 情 况

下，已经身负重伤的排长孙占元爬到敌

人的尸体堆里，从敌尸上解下手榴弹继续

战斗。当敌军涌上阵地时，他拉响最后一

颗 手 榴 弹 ，与 敌 同 归 于 尽 ，时 年 27 岁 。

1952 年 8 月 5 日，在朝鲜金城前线座首洞

的战斗中，副排长杨春增与战友们一起连

续击退敌人 10 余次进攻，歼敌 200 余人。

8 月 6 日黄昏，当敌人涌上阵地时，他举起

最后的一枚手雷扑向 敌 群 ，与 敌 人 同 归

于尽，时年 23 岁。

在血火交融的抗美援朝战场，在松骨

峰，在飞虎山，在铁原，在上甘岭，最后关

头扑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的志愿军官兵

远远不止这 4 名无畏的勇士。43 天的上

甘岭战役期间，为了阵地，为了那面不倒

的战旗，扑向强敌并与之同归于尽的勇士

就有数十人之多。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

被敌人所屈服，志愿军英雄们以钢铁般的

意志，诠释了什么是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什么叫能战、敢战和胜战。

黄继光、李家发和许家朋牺牲的时候

都很年轻，黄继光 21 岁，许家朋 22 岁，而

李家发只有 19 岁。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

的勇敢和意志把大写的“忠诚”与“担当”

镌刻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的壮举堪称惊

天地、泣鬼神。

1952 年 10 月，上甘岭战役中，作为通

信员的黄继光主动请战爆破敌人的火力

点，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

了战斗的胜利，他毅然决然地奋力一扑，

用 自 己 的 胸 膛 堵 住 了 正 在 射 击 的 敌 机

枪，英勇捐躯。1953 年 7 月 6 日夜，在朝

鲜铁原以西石砚洞北山反击美军第 7 师

战斗中，当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友牺牲后，

战 士 许 家 朋 主 动 抱 起 炸 药 包 冲 向 敌 暗

堡。天降大雨，炸药包被雨水淋湿，加上

双腿被炸伤，爆破未能成功。为了争取

宝贵的时间，许家朋挺身扑向敌暗堡射

孔，以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1953 年 7

月 13 日夜，在金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

轿岩山战斗中，新战士李家发主动请战，

炸毁了敌主地堡外围的 3 个火力点。在

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仍艰难地向前爬

行 ，用 最 后 一 颗 手 雷 将 敌 主 地 堡 摧 毁 。

反击部队发起冲锋时，又遭敌另一暗火

力点封锁。从昏迷中醒来的李家发以惊

人的毅力爬向敌暗堡，挺身而起，用年轻

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

与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生死对决，

光有勇气还不行，还要讲求谋略。只有立

足自身条件，努力发挥现有装备的最大效

能，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以

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把战场上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杨连第、胡修道和

杨育才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被 誉 为“ 登 高 英 雄 ”的 副 连 长 杨 连

第 入 伍 前 干 过 电 工 和 架 子 工 。 他 脑 子

灵，办法多，抢修铁路桥梁，没有他克服

不 了 的 困 难 ，也 没 有 他 完 成 不 了 的 任

务。面对美国空军的“绞杀战”，杨连第

技 高 人 胆 大 ，根 据 敌 机 活 动 规 律 ，提 出

白天抢修的大胆建议，并推广到全志愿

军铁道兵部队，大大提高了抢修抢通的

效率。1951 年 7 月，美国空军倾其所能，

将 清 川 江 大 桥 的 桥 墩 炸 塌 ，通 行 中 断 。

适逢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抢通任务十分

艰巨。杨连第采取架浮桥、搭吊桥等办

法 争 分 夺 秒 地 组 织 施 工 ，用 150 个 大 汽

油 桶 连 接 的“ 浮 筒 桥 ”连 起 两 岸 。 没 有

起重设备，他就带着战士们在钢梁下搭

起 枕 木 垛 ，以 短 钢 轨 撬 起 钢 梁 ，再 往 上

垫 枕 木 ，逐 层 起 高 ，终 于 把 钢 梁 架 在 了

桥墩上，清川江大桥顺利抢通。1953 年

5 月 15 日 ，在 又 一 次 抢 修 清 川 江 大 桥 的

过程中，时年 33 岁的杨连第不幸被美军

投 下 的 炸 弹 弹 片 击 中 头 部 而 牺 牲 。 志

愿 军 领 导 机 关 为 其 追 记 特 等 功 ，追 授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

连为“杨连第连”。

志愿军新战士胡修道参加上甘岭战

役时只有 21 岁。当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

人的时候，小伙子胆大心细、毫无惧色，以

机智灵活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来势

汹汹的美军周旋，坚守阵地一整天，歼敌

280 余人。

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曾经家喻户

晓，其主人公人物原型便是战斗英雄杨育

才。1953 年 7 月 13 日晚，时任侦察排副排

长 的 杨 育 才 奉 命 带 领 一 支 12 人 的 小 分

队，突袭南朝鲜军精锐部队首都师第 1 团

即“白虎团”团部。杨育才采用伪装行军

的方法一路穿插前进，在套取了敌人的通

行口令后，秘密而神速地潜入敌之纵深，

以 突 然 、果 敢 的 战 斗 行 动 ，共 歼 敌 70 余

人，缴获“白虎团”团旗一面，仅用 13 分钟

即结束了战斗，而己方无一伤亡，创造了

特种作战的经典战例。

与 身 披 硝 烟 、冲 锋 陷 阵 的 战 友 们 比

起来，26 岁的邱少云展现出的是一种别

样而决绝的牺牲。1952 年 10 月，在平康

前线反击 391 高地的作战中，潜伏部队的

潜伏点被美军燃烧弹点燃。为了不暴露

目标，确保潜伏部队全体人员安全和攻

击任务的突然、顺利，邱少云放弃自救，

以难以想象的极大意志力忍受着烈火焚

烧，直至壮烈牺牲。战后，志愿军总部决

定 为 其 追 记 特 等 功 ，追 授“ 一 级 战 斗 英

雄”荣誉称号。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70 年过去了，

很多东西被探索、发现、记录、保存并传承

下来，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和精

神符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我们这

个民族永远的丰碑。

让我们默诵并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彭

德怀、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

少云、伍先华、许家朋、胡修道、杨春增、杨

育才、李家发。

伟 大 的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饱 含 着 英 雄

们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因而永存于天

地间，永远闪耀着革命理想和热血信仰

的光芒。

丰 碑 永 存 天 地 间
■王 筠 徐乐涛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诞生了许多

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经典文学作品。写

就于炮火与坑道之间的中篇小说《上甘

岭》，以写实性的笔触和英雄主义激情，表

现了上甘岭战役的华彩篇章，有力激发

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

1952年 10月，军旅作家陆柱国随

慰问团抵达朝鲜，随即前往上甘岭

前线。经过细致采访，陆柱国了

解到黄继光、孙占元、牛保才

等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

掌握了大量一手鲜活

素材。

在 前 沿

坑道观察

所，陆柱国拿起望远镜观察前方作战情

况，边看边落泪。眼前的一切激荡着作

家的创作冲动，陆柱国决定留下来，他

要在阵地现场为伟大战役树碑，为战斗

英雄立传。陆柱国后来在 《根深才能叶

茂》 中回忆：“没有房子，我便占据一

座废弃的碉堡。当时，部队领导能够给

我的关怀与照顾便是在我的碉堡出入口

挂上一块油布，在我的用木板钉成的简

易书桌旁放上一盆炭火。这盆炭火所起

到的提高碉堡内的温度的作用是微乎其

微的。它的最大功劳在于烘烤一下我冻

得麻木的右手 （左手则戴上皮手套） 和

不时凝结了冰碴的笔尖。”就这样，在

历 时 43 天 的 上 甘 岭 战 役 尚 未 结 束 时 ，

《上甘岭》 这篇创作几乎与战斗进程同

步的中篇小说诞生了。

《上甘岭》 共分 9 章，小说以战事推

进为明线，辅以志愿军官兵情绪变化的

暗线，顺时序讲述一个连在极限生存条

件下，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鼓舞

下，英勇顽强打赢坑道保卫战并最终迎

来大反击的故事。从明线看，9 个章节的

叙述线索层层递进，详细描述了战斗过

程的艰苦卓绝与官兵的众志成城；从暗

线看，短暂的平静、既焦急又担心地等

待战斗、丢失表面阵地时的羞愧、反击

到 来 时 的 兴 奋 等 ， 这 些 不 同 的 心 理 状

态，立体展现了志愿军官兵保家卫国、

不怕牺牲的心路历程。

《上甘岭》 将人物心理状态通过富有

诗意的景物描写表现出来，与残酷战斗

进程形成对比。《上甘岭》 还塑造了爱说

爱笑的刘才学、老实木讷的刘占方等人

物形象，而抽烟、打牌、分喝泥水、分

吃萝卜和羊肉包子等细节也让小说更加

真实生动。

1953 年，经过修改的《上甘岭》连载

于《解放军文艺》。当年 10 月，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此后两次

再版发行。《文艺报》《北京日报》《解放日

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报刊随后发

表了大量有关《上甘岭》的评介文章，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小说也成为激励

几代人拼搏奋斗的“红色经典”。

与战争同步的英雄叙事
■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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