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美援朝戰爭歷經艱難取得
勝利，意義是重大的，是新中國的
立國之戰、強軍之戰！」 國家國防
教育師資庫首批專家、退役陸軍大
校徐文濤向大公報表示，70年前的
這場戰爭讓中國真正站了起來，彰
顯出大國風範，70年後依然有着重
要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在當前，中
美關係面臨建交以來最嚴峻考驗，
中國仍將以堅強決心、堅定意志、
堅實國力應對挑戰，也有足夠的底
氣、能力、智慧戰勝各種考驗。

從1950年10月入朝作戰到
1951年6月，志願軍在連續5次戰
役共殲滅敵人23.4萬人， 「把武裝
到牙齒的 『聯合國軍』 足足逼退了
400多公里！」 徐文濤認為，這是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精神力量的勝
利。 「在朝鮮的寒冬裏，零下三四
十度，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幾天幾夜
不睡覺，這是鋼鐵的意志。」

歷史如鏡，70年後的今天，抗
美援朝戰爭的現實意義更加凸顯。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堵、挑
釁並不亞於當年，有些方面更甚於
當年。」 徐文濤不諱言當下仍有如

當年 「恐美症」 一樣的國人心理，
「當年面對 『聯合國軍』 ，我們一
部分人也有擔憂和恐懼，但實踐再
一次證明了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
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
素是人不是物』 。」 他認為，如今
中國在經濟、國防以及武器裝備領
域的實力已躍居世界前列，更有強
大的科技和後勤力量做保障， 「我
們無可畏懼，民族和人民的意志是
不可戰勝的。」

記者 于珈琳

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
•志願軍將 「聯合國軍」 從鴨綠
江邊打回到清川江一線以南

第一次戰役

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
•志願軍把美軍從鴨綠江邊打回
到三八線，扭轉了朝鮮戰局

第二次戰役

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
•志願軍經8晝夜作戰，向南推
進80～110公里

第三次戰役

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
•志願軍在這次防禦作戰共殲敵
7.8萬餘人，超過前三次總和

第四次戰役

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
•在連續50天的激戰後，雙方轉
入持久的陣地攻防戰

第五次戰役

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
•此役 「聯合國軍」 傷亡過重，
不得不停止任何兵力多於一個
營的戰鬥計劃

上甘嶺戰役

記者孫志整理

掃描二維碼，
瀏覽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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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向芸、于珈琳

1952年4月，周繼成第一次見到黃繼光。得知他也是四
川人後，黃繼光說， 「我們是老鄉，繼光繼成是弟兄，抗
美援朝上甘嶺要打大仗，我們要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殲
滅敵人、爭取立功。」 周繼成握着他的手說 「一定」 ，兩
人結成了很好的戰友。當年10月14日，周繼成掩護黃繼光
等人去炸碉堡，親眼見證黃繼光以身堵住敵人機槍，捨身
浴血，換來上甘嶺戰役中最典型的以少勝多戰例。如今，
88歲的抗美援朝老兵、國家一等功臣周繼成將抗美援朝的
英雄故事講給下一代聽，要國人銘記勝利來之不易，永遠
不能忘記先烈為中國人民做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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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古
論今 中國有底氣戰勝各種考驗

戰地群英 筆錄歷史

▲在1953年的金城戰役
中，志願軍戰士突襲一
輛美軍坦克

▲

周繼成親眼目擊黃繼
光用胸口堵住了敵人的
機槍，壯烈成仁。圖為
志願軍醫護兵正在包裹
黃繼光的遺體

▲志願軍戰士以石塊投向逼近的敵軍

炮彈三連擊 摧毀敵軍坦克老兵
故事

「1950年，樂山政府號召年
輕人參軍保衛祖國。我聽說後就積
極報名。」 大公報記者專訪周繼成
時，他從當年參軍故事打開話匣。

報名面試時，隊長說17歲的周
繼成 「皮黃骨瘦」 ，把他歸到 「不
合格」 的一邊，不服氣的周繼成找
到當時徵兵的政委 「要名額」 。見
他如此執著，政委讚道： 「這個 『
小鬼』 有覺悟，只要體檢合格我們
要定了。」 隨後，體檢合格的周繼
成成為人民解放軍一員。不久，他
的部隊赴朝作戰，編入志願軍15軍
45師135團2營機炮連 「五七無後
坐力炮」 排。

「那時候，美軍每天上午都要
開着廣播車來搞反動宣傳，後面跟
着坦克，指着我們陣地打。」 作為

全團有名的 「神炮手」 ，周繼成受
命 「幹掉」 他們。

1952年4月28日凌晨3點多，
周繼成和兩位戰友摸到山腳下，一
直等到10時左右，敵人3輛坦克才
出現。 「我扛起炮身，先把最前面
和最後面坦克的油箱打到冒黑煙，
中間的坦克想逃跑，我瞄準它把履
帶打斷了。」 3顆炮彈發射完，周
繼成和戰友馬上撤退。3人剛躲好
，敵人的炮彈、子彈就打到了他們
剛才發炮的地方。

「但是我們已經完成任務，心
裏高興啊！」 周繼成晚上回到連部
，連長、指導員等連連讚道： 「你
這小子，打得好啊！這是15軍進入
陣地以來第一次摧毀敵人坦克。」

記者 向芸

▼▼

志願軍戰士在志願軍戰士在
朝鮮半島的慕洛朝鮮半島的慕洛
山上奮戰山上奮戰

▲橫卧在鴨綠江上的斷橋（右）和新鴨綠江大橋
大公報記者于珈琳攝

志願軍入朝作戰後，大公報派
出了一批批戰地記者奔赴前線。

1951年1月，上海大公報記者
劉北汜前往朝鮮，發回了《如此偽
八師》《英雄的平壤城》等幾十篇
報道。劉北汜出身副刊，對於戰場
的觀察記述，如地形地貌、兵力部
署、戰局變化等，準確生動，讓讀
者如臨其境。

大公報國際部主任劉克林也趕
到朝鮮，主要是採寫志願軍戰俘在
韓國東場里戰俘營悲慘遭遇，如
《寸寸都是死亡》《人是怎樣變成
瘋子的》等，後來以《東場里血
債》為名結集出版。

1953年7月，停戰談判露出
曙光時，在開城採訪的大公報記
者有朱啟平、劉克林、譚家昆、
吳秉真、賀師堯等人，是人數最
多的報紙之一。

1953年7月29日，大公報頭
版頭條刊登了朝鮮停戰協定簽署
的新聞，配發了由吳秉真寫的 「
本報開城專電」 《朝鮮停戰協定
簽字的時候》。文中寫道： 「人

們的眼光都注視着雙方首席代表，
注視着一本本的停戰談判協定書從
他們的筆尖下溜過。一分鐘，兩分
鐘……九分鐘，雙方代表在十八本
協定書上簽了他們的名字。簽字式
完成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
這時候在內心裏一面重複着同一句
話語： 『和平戰勝了戰爭』 ，一面
警惕着政治會議與和平解決朝鮮問
題等問題道路上的荊棘與蟲豸（粵
音讀 『自』 ）。」 馬浩亮

硝煙遠去，如今的丹東鴨綠江斷橋已被列
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成為國內外聞名的
紅色旅遊景點。十月的斷橋洋溢着紀念抗美援朝
七十周年的氣氛，高高飄揚的紅旗莊重肅穆，遊
客登上斷橋便可聽到那首雄壯的志願軍之歌， 「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如今仍有數十位志願軍老戰士生活在丹東
，他們常常登上斷橋，在這個中國人民志願軍出
征的地標上，向年輕人講戰鬥故事，向對岸異國
憑弔逝去戰友，更在這裏唱響戰歌，這裏已成為
傳承抗美援朝精神的見證。

回憶過去，周繼成說，1952年10月14日，
敵軍向上甘嶺打了30多萬發炮彈，上甘嶺被炸
得削下去2米多。10月19日，敵人攻上來佔領地
表陣地，搶修了5個地堡，企圖封鎖志願軍的反
攻。周繼成所在連隊接到命令，要在第二天天亮
前奪回陣地。

目睹戰友用身體堵槍口
連隊組織了6個爆破組去炸碉堡，但爆破組

戰士全部相繼犧牲。組織新的爆破組時，黃繼光
和吳三羊、肖登良一起請戰，擔任班長的周繼成
則和幾位戰友負責掩護3人。

黃繼光3人在火力掩護下順利接近地堡，但
在炸掉4個地堡後，肖登良當場犧牲、吳三良身
受重傷。周繼成看到受了傷的黃繼光繼續匍匐前
行，爬幾步停一下，彈藥打光後又忍着劇痛一步
步用胸口堵住了敵人的機槍。 「敵人的機槍馬上
成了啞巴，我們喊着 『為黃繼光報仇』 衝上了山
，接連打下去3次反攻，消滅了1100多個敵人。
」 後來團長再三說， 「這一仗是上甘嶺戰役中最
典型的以少勝多的戰例。」

炮彈像雨 戰士5晝夜堅守前線
儘管頭部受傷，但周繼成堅決不下火線。

直到10月25日，又堅持了5天5夜的周繼成才被
送到醫院做手術，取出了額頭上的大彈片。 「直
到現在，都還有個小彈片卡在頭骨。」

如今，已經88歲的周繼成「退而不休」，發
揮餘熱，將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講給下一代聽。

「毛主席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不
怕美國武器先進，他就是紙老虎。我們當時雖然
武器差，但我們是保衛朝鮮人民、保衛中國人民
的正義鬥爭。」 在周繼成看來，現在也需要用 「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的精神警醒自己。 「勝利
是來之不易的，永遠不要忘記過去，永遠不能忘
記先烈，為中國人民做了巨大的貢獻。」

▲1953年7月29日，大公報頭版刊登
朝鮮停戰協定簽署的新聞，配發由吳
秉真寫的《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時候》
（框內）

「我們接連打
退敵人7次衝鋒，消

滅了300多人。全班12
個人，當場犧牲9人，
但我們堅守住了陣

地。」

上甘嶺戰役
一等功臣周繼成

▲志願軍戰士以血肉之軀修建地下
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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