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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人民志愿军占领汉城后，乘胜追击敌

人。图为战士们冒着炮火渡过汉江。图②：中国人民志

愿军某部反坦克小组官兵将手榴弹掷向敌坦克。图③：

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发起冲锋。

文字整理：皇甫秉博/图片来源：《解放军画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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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较量。在波澜
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
朝鲜军民密切配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武
装到牙齿的对手。这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帝国主
义的侵略扩张，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奠定了新
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
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
民的精气神，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我
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
能后退一步！”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
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志愿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种血性令敌人胆
寒，让天地动容！本期，我们请 3 位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的老战士讲述战斗经历，一起重温那段烽火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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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阵地在，决不
退一步”

“ 人 在 阵 地 在 ，誓 与 阵 地 共 存 亡 ！

金城反击战中，志愿军将士奋勇顽强、

舍 生 忘 死 ，把 阵 地 完 好 交 给 了 兄 弟 部

队。”4 月中旬，接受记者采访时，92 岁高

龄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占山，身着朴素齐

整的老式军装，胸前挂满军功章，泪水

湿润了眼眶。

泛黄的照片承载着难忘的历史，精

心的呵护寄托着无尽的思念。1953 年 7

月，王占山所在团奉命在朝鲜金城前线

阻击“联合国军”的疯狂反扑，巩固既得

阵地，伺机进行反攻。

“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王

占山老人动情地说，“当时我任志愿军

第 54 军 135 师 404 团 3 营 7 连 3 排排长，

全排同志战斗热情非常高涨，纷纷在请

战书上签名表决心。”受领任务后，王占

山随连队抢占 408.1 高地。

一天拂晓，敌军在飞机大炮等掩护

下，向高地和周边阵地进行连续猛烈攻

击 ，王 占 山 和 战 友 们 浴 血 奋 战 坚 决 阻

击，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连续作战使连

队伤亡很重，阵地上只剩下王占山 1 名

干部和 76 名战士。“指导员胸中 3 颗子

弹，他牺牲前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就全

交给你了。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指导

员遗体旁，我组织 76 名战士宣誓：人在

阵地在，决不退一步！”

就这样，王占山带领战友们凭借顽

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浴血奋战，坚守

阵地 4 天 4 夜，打退敌人 30 余次进攻。

兄弟部队前来换防时，王占山带领仅剩

的 10 名 战 士 交 接 阵 地 。 当 时 ，王 占 山

已多处负伤，刚下战场就昏倒在地。

战后，王占山荣立一等功，被志愿

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受

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

切接见。

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王老

还 时 常 想 起 那 些 并 肩 战 斗 的 战 友 们 。

他感慨地说：“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

越来越强大，我们要砥砺前行，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敌人上来一个，我
们就消灭一个”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党

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4 月

下旬，89 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杨德盛

通过网络与记者视频连线，讲述他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的难忘经历。通过镜头，

记者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老

式军装上的荣誉奖章熠熠生辉，简单的

房间陈设依然保留着军人的朴素作风。

“1071.1 高 地 东 南 侧 小 高 岭 是 3 排

阵地，敌人逃跑的主要通道就在这里。”

1950 年 11 月，杨德盛任志愿军第 20 军

58 师 172 团 1 营 3 连 2 排 5 班副班长。29

日这天，他与连队战友一起，在连长杨

根思带领下奉命坚守小高岭，切断敌军

南逃路线。

战斗打响后，场面异常惨烈。“开始

是重炮，随后是飞机，密集的火力掩护

着敌军步兵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当

敌人第 9 次反扑被打下去时，阵地前的

山坡上留下了成片的尸骸，弹壳、碎石

等满山尽是。

敌人疯狂发动进攻时，杨德盛和战友

们相互激励：“坚决守住阵地，敌人上来一

个，我们就消灭一个！”战斗拼到白热化，

杨根思命令将重伤员抬下阵地，命令机枪

手将打光子弹的重机枪撤下阵地，自己孤

身一人用手枪里剩余的子弹对抗再次冲

上来的几十个敌人。

“危急时刻，连长抱起炸药包冲向敌

群时，回过头看了我们一眼。”杨德盛热

泪盈眶，对英雄牺牲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后来想想，他可能是在跟我们告别。”巨

响过后，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践行了

他在阵地上许下的铮铮誓言。

前不久，杨德盛老人来到以老连长名

字命名的第 83 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

连队官兵带领杨老参观先进武器装备，近

距离感受部队发展面貌和装备建设。看

着年轻官兵，杨老恍如看到了当年的自

己，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好像又

想起老连长回头一望的目光……

“ 任 凭 敌 人 闹 得 多
凶，一点都不怕他们”

“ 参 加 上 甘 岭 战 役 时 ，我 只 有 19

岁。任凭敌人闹得多凶，我一点都不怕

他们，身边战友也没有一个怕的……”4

月下旬，今年 88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钟久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刚开始是炮手，后来因为灵活

机敏、跑得快被调去营部当通信员，主

要负责往返前后方传递消息。”上甘岭

战役中，作为志愿军炮兵第 28 团 1 营营

部通信员，钟久因多次及时传递重要消

息，荣立二等功。

钟 久 老 人 回 忆 ，上 甘 岭 战 役 开 始

前 ，山 上 植 被 茂 盛 ，甚 至 看 不 到 阳 光 。

等 打 完 仗 ，南 面 的 山 坡 被 炸 得 只 剩 一

些 树 杈 ，可 见 战 况 何 等 惨 烈 。“ 指 导 员

常常为我们鼓劲：有党的坚强领导，就

算 敌 我 力 量 悬 殊 ，也 一 定 能 打 赢 这 场

正义之战！”

一次，钟久被派去送信，刚刚离开

营部就遭遇敌机轰炸，险些牺牲。躲过

轰炸后，他拼命奔波一夜，最终把信及

时交到团指挥部。

“为破坏志愿军阵地和坑道，敌人

手段狠毒。最艰难时，大家要轮流到坑

道口吸气，以防窒息。然而，一切苦难

都无法将我们压垮。我们在战斗之余，

谈着我们的胜利，谈着祖国的伟大，还

唱 着 歌 曲 ，丝 毫 没 有 感 到 恐 惧 。”钟 老

说，因为连续作战和敌机高频次轰炸，

难以生火做饭，他们大多时候只能吃炒

面 、喝 壕 沟 水 。“ 为 保 证 前 线 的 最 低 供

给，全国上下曾出现‘男女老少齐动手，

家家户户做炒面’的感人景象。敌人能

吃到肉罐头，咱们能吃到炒面和压缩饼

干，一点也不羡慕他们。”

时间从未停滞，记忆永不磨灭。钟老

说：“趁着还能走，我要去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多看看老战友，和他们说说心里话。”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本报记者 许果果 特约记者 张 旭 通讯员 陈玉博

难忘岁月

“由于裤腿被冻住无法弯曲，他们跑

得很慢，像‘原木在移动’……”年迈的美

国老兵约翰曾这样回忆长津湖战役的场

景，“我被那些不畏死亡的灵魂震撼了，

太可怕了。”

中国士兵为什么不怕死？中国军

队凭什么能打赢？这些问号让美国人

困惑不解，他们甚至怀疑志愿军“服用

了一种特殊药物”。也有人用电脑模拟

上甘岭战役，得出的结论始终是：志愿

军无论如何也守不住那两个山头。然

而，志愿军做到了。电脑只能模拟常识

性的东西，却永远无法模拟“谜一样的

东 方 精 神 ”。 志 愿 军 将 士 凭 着 一 不 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一往无前、向

死而生，把抗美援朝战争打成了美国人

眼中“最寒冷的冬天”。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

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习主席

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英雄

主 义 精 神 ，“ 这 一 战 ，人 民 军 队 战 斗 力

威 震 世 界 ，充 分 展 示 了 敢 打 必 胜 的 血

性铁骨！”

无气不足以勇，少气不成其师。血

性铁骨是革命军人的脊梁，是人民军队

的魂魄。第二次战役后，志愿军人困马

乏、缺衣少弹。然而，三军受号令，千里

肃雷霆。“决不畏惧，决不动摇，上级指到

哪里就打到哪里”，连续鏖战的志愿军将

士面对如山军令，即使粉身碎骨，也迎敌

亮剑、无畏冲锋。

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

江、鏖战长津湖……无论刀山火海还是枪

林弹雨，都要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不相

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志愿

军将士面对敌人疯狂进攻，纵然血流成

河，也要化身成岭、坚守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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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骨峰，面对于我 20

余倍的敌人，3连打到仅剩 7人，阵地依然

牢不可破。“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

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

上。”死鹰岭，125名战士被冻成“冰雕”，牺

牲后仍然保持战斗姿态。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一排排“移动

的原木”，一尊尊“冲锋的冰雕”，铸就了

人民军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

所屈服”的精神丰碑。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

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未来

战争更加残酷，我们钢多了气要更多、骨

头要更硬，冻成“原木”也要冲锋不止，凝

成“冰雕”也要坚守阵地，这样才能守住

我们的根、铸牢我们的魂，练就“打败一

切来犯之敌”的本领，锻造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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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1950年10月 25日至1951年 6月10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密切

配合，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

续进行 5次战役，把帝国主义侵略

者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

到三八线附近，一举收复

了朝鲜北部广大土

地，并将战线

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共歼敌23万余人，迫

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接受停战谈判，

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战役从 1950年 10月 25日开

始至 11 月 5 日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

采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将敌击退至

清川江以南，毙伤俘敌 1.5万余人，初步

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 1950年 11月开始至

12月底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 3.6

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占领全朝鲜的企

图，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从根本上

扭转了朝鲜战局。

根据毛泽东关于必须越过三八线再打

一仗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

军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

至1951年1月8日结束。中朝军队突破敌

军在三八线既设阵地，占领汉城，歼敌1.9

万余人，将战线推进到三十七度线附近。

第四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

鲜人民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从

1951年 1月 25日开始至 4月 21日结束。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力争

停止敌人前进，稳定打开战局”的作战方

针，歼敌 7.8万余人，完成防御任务，赢得

时间，掩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续兵团集

结，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从 1951 年 4 月 22 日开

始至 6 月 10 日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军对敌军展开全线攻击，再

次突破三八线，歼敌 8.2万余人，将战线

稳定在三八线地区，挫败了敌军以侧后

登陆配合正面进改、在朝鲜蜂腰部建立

新防线的企图。敌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

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王越、袁梓杰整理）

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五次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