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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
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作战，抗美援朝。这一年8月，周
文江所在的九兵团正在东北沿
海一线进行登陆演习，为解放台
湾苦练技能。11月6日，由于战事
需要，中央军委急电九兵团司令
员宋时轮迅速率兵入朝。下面是
周文江的口述。

爬铁道悄悄进入朝鲜

因为情况紧急，九兵团的很
多战士都没备齐冬季物资，为了
抢时间，能带多少就带多少。部
队一天后到达通化，发现当地的
战争气氛非常浓了。由于部队实
施严格灯火管制，只听到美国飞
机在飞，炮弹在炸。下车后开始
组织战前动员，凡是有中国字的
物品都要把痕迹去掉：水壶上的

“八一”敲掉、茶缸上的字敲掉、

毛巾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剪
掉、战士们的床单上都印着的部
队番号也要剪掉。有两身衣服的
要放一件，有两双袜子的也只能
留一双，除了身上穿的、戴的，多
余的东西都要打包上交。

火车停了两个多小时，我和
其他战士就爬铁道，在当天晚上
悄悄进了朝鲜，并不像现在描述
的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

11月7日，九兵团先头部队20
军前卫59师乘火车抵达朝鲜江
界，入朝后先乘火车沿满浦铁路
南下，到达武坪里后改为步行，从
山间小道开赴预定集结地区。

零下30几度夜间行军，我和
我的战友们经历了参军后第一
个严峻考验。第一步到江界县
城。一入朝马上遇到了两个问
题，一是气候特别寒冷，有零下
25至30度。而我们带的都是夏季
服装，没有大衣、手套，脚下还穿
着四七胶鞋。二是进入朝鲜国
土，所见到的都是一片废墟，被
炸死的老百姓到处都是，烟火还
没有散去，部队处境十分艰难。
白天因为不能行走就都躲在山
沟里，山沟里下雪，一脚踩下去，
雪都到膝盖上面了。

不惜伤亡直指敌师部

第二次战役中，东线的九兵
团主战任务是集中兵力首先歼
灭美陆战一师主力于下碣隅里、
新兴里、柳潭里之间地域，尔后
向元山方向进攻，续歼增援或南
逃之敌。11月27日晚7时，已经隐
蔽在长津湖地区的九兵团20军59
师177团，接到的任务是不管遇
到任何困难，不受干扰，从埋伏
地点插到新兴里，奉命据守新兴
里一线。团里将主要阻击任务交
给二营，当时我在二营担任副营
长，营里又决定将防卫阻击的核
心任务交给屡建战功的五连。于
是，我带上一个英文翻译和一个
朝鲜文翻译 ,到了五连直接指挥
战斗。

部队晚上8点出发，挺进狼
林山。狼林山海拔有2100米，崇山
密林、山高路险、地形复杂，而当
时气候极度寒冷，寒风呼啸、飞
雪漫天，大家因仓促入朝，戴的
是大沿帽，穿的是解放鞋、棉军

装也只是一斤棉花做的。所以大
家只好把睡觉盖的被子顶在头
上，顶风冒雪摸索前进，一步一
步往前走，仅有的两匹马，有一
匹还摔到山沟里了，不少战士摔
伤，30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夜，天
亮 前 ，终 于 按 时 到 达 指 定 地
点——— 新兴里。

新兴里矗立在长津湖西岸，
紧贴着下碣隅里西北有一座海
拔1376米的高山，它雄踞在下碣
隅里通往柳潭的公路一旁，山峦
叠嶂，丛林茂密。这两个山头十
分重要，从那里望去，山前有一
片开阔地，美军陆战一师师部就
设在那里，筑有简易机场，我们
可以看到敌机的起飞和降落。对
敌人威胁最大的地方，往往也是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我和连长周松林、指导员朱
良玉研究以后，对各排作了具体
部署，要求部队迅速进入阵地。
谁知，在我们向阵地运动的路
上，前卫三班便和一辆美军侦察
吉普车相遇了。大家心想，到嘴
边的肉哪能不吃！

当时我们做好隐蔽，等到了
50米以内再打。敌车靠近时，三
班向吉普车开火，用冲锋枪一
扫，拿个手榴弹扔过去。敌人突
遭袭击，急忙调头想溜走，转弯
过猛，翻了个儿，倒扣在一个炮
弹坑里，三班冲上去，发现压在
车底下的几个美军还活着，马上

“现学现卖”，用刚学会的半生
不熟的英语喊话：“缴枪不杀”。
喊话还真灵，车下爬出来5个美
军，还都是军官，其中有一个炮
兵少校，他们交出4支卡宾枪，少
校交出1支左轮手枪，他们一见
志愿军，竟双膝跪下，双手高
举，一副狼狈相。虽然旗开得
胜，但我们也暴露了，我当即指
挥部队快速进入阵地，抢占有利
地形，准备战斗。

暴露身份战斗开始

28日上午7时左右，美军出
动4辆坦克和大批步兵向阵地扑
来。我命令一排正面阻击，二、三
排侧后迂回，当坦克接近后，三
班炸坦克小组，拿着手雷冲向坦
克，最前面的一辆当即被炸废，
活捉了两名坦克兵。步兵没来得
及下车，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

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击退后，

战士们抓紧构筑防御工事，准备
再战。11月的朝鲜，天寒地冻，铁
锹铲不进，铁镐挖不动，战士们
一点一点砸，挖得双手鲜血淋
淋，经过第一轮的炮击，美军的
炮弹炸开了冻土层，形成了一个
一个很深的弹坑，而这些弹坑正
好也是一个个防御的工事，战士
们迅速把弹坑连接起来，防御工
事就这样建好了。

大家正想喘口气，敌人第二
次进攻开始了，经过激烈交战，
又把敌人赶下了山。两次战斗敌
人在我们阵地前丢下了15具尸
体。美方被打死的人他是要拖回
去的，但这次没敢拖，因为距离
我们太近了。

敌人发起的第三次进攻规
模较大，十几架飞机轮番向我阵
地轰炸，炸弹、凝固汽油弹倾泻
下来，阵地一片火海。我靠得近，
裤子烧起来了，只好撕掉棉裤穿
单裤接着打。冻得实在不行了，
只好用跑来跑去取暖，停下来就
得冻死。后来从打坏的汽车上，
把美国人的大衣脱下来穿上了。

美军一天进攻11次

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一个加
强营的兵力（约400多人）兵分三
路，由坦克开路，冲向我军阵地。
两个连沿着公路，一个连从飞机
场方向开始进攻，我命令一、二
排由五连指导员指挥阻击公路
进攻的美军，三排由副连长指挥
阻击机场方面进攻的美军。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敌人已
经冲到一排阵地里边了，一排三
班副班长刘培山看到敌人坦克
上来以后，高喊：“反坦克小组
跟我上！”二班机枪手龚振华为
了掩护反坦克小组，直着身子，
端起机枪，瞄准坦克观察镜射
击，一梭子子弹打进去以后，坦
克瘫痪了，不打枪了，也开不动
了，机枪手龚振华却身中5弹牺
牲了。

来不及顾及战友的牺牲，三
班副班长刘培山，面对近在咫尺
的第二辆坦克，左手拿反坦克手
雷，右手拿手榴弹，本想扔一个
手榴弹到坦克边上，利用烟雾避
开坦克望哨，冲上去把手雷送到

坦克履带上，可刚一举手就被美
军密集的子弹打中，中弹后的刘
培山竟屹立在阵地上没有倒下。
为什么人死了不倒下来呢？因为
天气冷。一般的情况下负伤不抢
救，流血过多要牺牲的，在零下
40度负了伤，不流血，血流不出
来，伤口马上就冻住了。

二班班长张金龙带领全班
在最前面卡着要道，反复争夺
后，只剩下4个人，3人顺利回到
阵地上。张金龙在反击中被7个
美国鬼子纠缠，一边后退一边反
击，干掉4个敌人，最后退到山洞
里，80发子弹打掉60发，他把最后
的一颗手榴弹投出去了，居然炸
死了洞外敌人，才得以冲回了自
己的阵地。

我和战士们还来不及掩埋
同志的遗体，敌人接连不断的进
攻又开始了，这一天，敌人不同
规模的进攻达11次之多，都被志
愿军一一打退，美军在阵地前面
损失200多人，五连伤亡50多人。
到了晚上，敌人停止进攻。营长
教导员把五连替换下来，连队到
老百姓家休整，但第二天六连的
反击不果断，只好又把五连换了
上去，再一次把阵地夺了回来。

连续阻击七天七夜

11月30日美军又接连不断地
进攻。他们改变了一些战术手
段，在加大狂轰滥炸的同时，步
兵从过去的正面进攻改为侧翼
攻击。我们也逐渐适应了美军的
战术，注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当敌人轰炸时，我们进入工事，
派出观察哨，炮火一停，我们立
即进入前沿阵地坚决阻击。

12月5日，也是我们坚守阵
地的最后一天，北面美陆军1师
主力被我军围歼在即，为了逃
窜，拼命向南突围，南面美军疯
狂北上增援，我们处在两面夹击
之下，形势险恶，上级命令我们
不让敌人南北合拢，再坚持一天
就是胜利。

此时五连包括伤员在内只
剩下5 0多人，要阻击数十倍的
敌人，困难不言而喻，我们早就
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哪怕只剩
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6日，我
们的部队把阵地成功转交给兄
弟部队。

从11月30日到12月5日，虽身
在海拔1376米的险恶高地，并受
到两边夹击，但我所指挥的部队
坚守了七天七夜，打退敌人28次
进攻，有效地牵制住大量的美
军，为友军歼灭美军主力部队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个战斗俘虏
美军7人，打死打伤美军四百余
人，击毁坦克4辆，汽车两辆，五
连在战后荣获“一等功臣连”光
荣称号，我个人被授予志愿军

“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七天七夜下来，这个山上本

来是一片白雪，就变成一片焦土
了，断枝残叶还在燃烧，山顶被
削平了，白雪已被鲜血染红。山
上布满弹坑，平均下来两米一
个炸弹坑，这是战后军部的检
查。整个山上原来都是树，松
树，打完基本没有了。一个营打
了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剩了60多
个人。这6 0多个人也都因为冻
伤，没有战斗力了。

据《国家人文历史》

抗美援朝老兵：我经历的战争很残酷

《我的战争》未上映前
就因为宣传片事件闹得沸
沸扬扬，香港籍导演彭顺在
微博中声称，自己团队拍摄
的这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
影，最重要的是表达当年战
士们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感
情，而不局限于历史细节的
还原，他认为任何一部电影
都不会靠展现什么型号的
飞机、坦克感动观众。

但电影上映之后，观众
发现电影中有诸多既不符
合史实、又不符合逻辑的情
节。作为一部战争电影，史
实不准便基石不牢，感动也
成了无根之萍，拍战争片，
一定要做好基本功。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惊天地
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数不胜
数，都可以作为影视的素
材。仅靠不用替身、多用炸
点是拍不出经典战争大片
的。

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
色经典影片，很多导演编剧
都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过
来的，所以在举手投足之
间，一个道具，一句台词，都
充溢着浓浓的军味，从细节
到情节，以润物细无声的艺
术表现来感动人，而不是为
了悲壮而悲壮，为了煽情而
煽情，更不是只想靠着爱国
主义的正能量来博眼泪赚票
房。下面，我们通过一位参与
过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来
一窥这场战争的本来面貌。

解放军某汽车团9连因抗美援朝战事紧急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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