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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结束快60年了，当

初，一批又一批风

华正茂的志愿军战

士跨过鸭绿江，保

家卫国。时光飞

逝，他们中大多数

人已迈入了耄耋之

年。听他们诉说烽

烟往事，留给我们

的是深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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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战役”，志愿军推进至三

八线以南50英里，占领汉城。美国总

统杜鲁门于1951年4月11日任命李奇微

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李奇微整顿部队，不勇敢的、年老

的全部撤掉。1951年8月开始，实施了

长达10个月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

的“绞杀战”，目的是切断中朝军队后方

供应。

朝鲜新安州以北清川江和大宁江

上的铁路、公路桥梁，连接着志愿军的

前方和后方，美国空军一直将这一地区

作为封锁轰炸的重点。志愿军空军采

用大编队、大机群形式与美国空军进行

大规模的空战。

虞孝发和战友们到达朝鲜，五次战

役已经打过。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空

战不断。“尤其是9月25日到27日的空

战尤为激烈，身边随时有炸弹开花。”虞

孝发感叹，那样的岁月是激情的，更是

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的铁道兵团第 3

桥梁团负责抢修铁路，开始战斗在东

线，后来在西线。“经常有战友牺牲或受

伤，我的任务就是救治伤员。”

战场上，救治是跟随部队的。停战

协议签定的前两天，敌人还在疯狂轰

炸。虞孝发清楚地记得，1953年7月25

日，他去定州车站，飞机从头顶飞过，炸

弹从天而降，他机灵地跳进弹坑，被泥

土碎石埋了一身，躲过了最后一劫。

今年78岁的虞孝发先生住在合肥

南园新村，土生土长的合肥人，终日看

些文史书籍的他，给人感觉乐观、健

谈。他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墙上原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等人

题写的书法，是对他革命历程的肯定。

“父母勤奋，小时候，家境是殷实

的。”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是日本的入

侵，鬼子火烧民宅，他的家先后三次被

烧。深刻铭记在这位 78 岁老人心头

的，是他5岁那年，家里房子被烧毁，他

和父母随人群逃难到寿县。暮春三月，

鬼子又攻破寿县古城墙，进城后，疯狂

屠杀，枪声彻夜响起。

最后，他们一家人躲进了美国人办

的一家医院里，随后回到合肥。几年

后，父亲在鬼子疯狂行径中被害，一个

家庭的顶梁柱倒了。

哥哥虞孝勋出生于1928年，比弟弟

大 6 岁。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了。因为是驾驶兵，能够谋生，便在

1947年回来把娘接走了。那时，弟弟虞

孝发寄住在一家孤儿院里。

1949年春天，孤儿院解散。16岁的

虞孝发无法谋生，便去寻亲，成了一个流

浪儿。饥寒交迫中，他参加了解放军。

“大家都熟知‘红旗插上总统府’

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我们 35 军完成

的。”虞孝发自豪地介绍，35军原属于

三野 7 兵团，1949 年 4 月，参加渡江战

役，23日解放南京。随后南下，准备解

放沿海岛屿。

寻亲 流浪儿当上解放军

自豪 成为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
年轻的虞孝发在时代的风雨中迅

速成长，他在部队勤奋学习文化和医疗

知识。此外，就是想念哥哥，通过书信，

得知他也参加了解放军。

1951年7月，虞孝发被调到浙江第

二军分区所在地宁波。一天，他们五十

几位战友接到一纸调令，去东北！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一直向北

行进，直达丹东。这里集合了许多年轻

战士，都是参军2到3年的老兵。也是

在这里，他们得知即将踏上朝鲜的土

地，保家卫国。“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

朝气蓬勃，兴旺发达！”虞孝发说，1950

年 10月 19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

兵团为主的志愿军奔赴朝鲜保家卫国，

他和战友们无比羡慕。而现在，祖国和

人民赋予他们神圣职责，一股自豪感油

然而生。天空下着大雨，战士们在雨中

欢呼，有人唱歌，最后形成大合唱，嘹亮

的歌声响彻东北上空——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许多文学作品描绘了志愿军

与朝鲜人民友谊非常深厚。虞孝

发说，那是真实的。“在战争的烽火

硝烟中，是真正的骨肉情。”他至今

怀念姓康的阿妈妮。当时，他20岁

不到，住鹤川里。阿妈妮总是像爱

护自己儿子一样，在滴水成冰的寒

冬，悄悄把他衣服洗好。生病了，

削好梨子、苹果，喂着他吃。

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1953

年7月27日，板门店，交战各方在

《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

字。

战争结束了。想念家乡，战

士们归心似箭。但虞孝发和战友

们直到1953年底，把铁路基本上

修好后才奉命回国。他们在一个

叫美林的地方，阿妈妮赶来了，送

给他手制汗衫和牙具袋，问他是

不是准备回国。怕她难过，虞孝

发不敢说实话，只是摇摇头。“孩

子，你在撒谎。”阿妈妮难过得眼

里噙满泪花。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母子依依难舍。至今回忆起来，

虞孝发感慨地说：“历经残酷战争

的人们，才知道和平的珍贵！当

初，我们50多位战友从宁波出发

奔赴朝鲜战场，分到不同部队，回

来相互打听，有一半联系不上，估

计血染异国疆土，永远与朝鲜人

民在一起了。”他深情地说，“今天

的和平与幸福是多少革命先烈用

生命换来的，值得每个人去珍

惜！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永远

不忘历史的教训！”

怀念 时刻忘不了朝鲜阿妈妮

激动 分别5年，弟兄相逢

1952年秋天，朝鲜的天气已

经寒冷，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得

激烈。

虞孝发战斗在东线高原，一

天，早期入朝作战的哥哥来看他

了。这太出乎意料，在异国他乡，

多年未见面的弟兄在坑道口紧紧

拥抱，那种骨肉亲、同志情、战友

谊是无法形容的。

当时，哥哥虞孝勋所在的总

部高炮 17 营在主阵地五圣山的

马转里，他执行运输任务。两

处都是交通枢纽，是敌人疯狂

实施“绞杀战”的要地。五圣山

海拔 1061.7 米，它的南麓是上甘

岭，两个突出高地是敌我双方

激烈争夺的战场。白天，飞机

穿梭，炮弹纷飞；夜晚，探照灯

不时擦亮长空。哥哥是冒着多

大危险来看自己的啊，虞孝发

热泪盈眶。看到当年流浪的弟

弟成了英俊的志愿军战士，哥哥

内心十分高兴。

从 1947年开始，整整5年没

有见面。这一晚，弟兄俩都没有

睡，畅谈别后之情，畅谈家乡的人

和事。天快亮的时候，哥哥要趁

黑离开去自己的阵地，他把毛衣、

皮手套送给弟弟。在寒冷的五圣

山上，这些御寒品是多么珍贵啊，

弟弟执意不要，哥哥硬是塞给他，

勉励弟弟好好战斗，便在黑夜中

回转部队。

弟弟尾随其后，目送哥哥登

上夜晚行进的军车。紧紧握着哥

哥给自己的衣物，虞孝发忍不住

热泪簌簌落下。仰望长空，孤星

闪闪。不知道这残酷的战争中，

何时才能再次见到亲爱的哥哥。

直到1954年冬天，弟兄俩从

朝鲜回来后，奔赴浙江、福建前

线，再次相逢了。当时，沿海岛屿

争夺战激烈，空战、海战频繁，弟

兄俩作为战士，时刻准备为祖国

统一献出一切，分别前留了张合

影做纪念。

激烈 炸弹不时从天上落下

1954年，虞孝发（左）重逢哥哥虞孝勋，留下合影

虞孝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右上图为其身穿志愿军军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