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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党中央决定，授予 29 位同志“七一勋

章”。“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一位已离

世的老英雄柴云振。

1952 年 5 月 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在庆功会上，柴云振的奖章和

证书无人认领。因为柴云振在朴达峰阻

击战中负伤昏迷，转运回国治疗后与部

队失去了联系。当组织最终想方设法找

到柴云振时，这位“失踪”的英雄，已在大

西南的山区里务农 30 多年。

柴云振不会想到，在之后的战斗中，

他所在的志愿军 15 军战士们，正是喊着

“学习柴云振”“为柴云振报仇”的口号冲

锋陷阵；

柴云振不会想到，他的英勇事迹在

朝鲜广为传颂，朝鲜画家还根据柴云振

战友的描述，画了一张他的“遗像”，悬挂

在纪念馆供人们瞻仰缅怀；

柴云振更不会想到，从党和国家领

导人，到当年的 15 军军长，以及师长、团

长各级领导，无数人关注着他的去向、追

寻着他的下落，而那枚闪亮的勋章也一

直苦苦等待着它的主人……

一

“坚决顶住敌人！”

漫山遍野的敌人又冲上来了，柴云

振端起机枪扫射不停。坚决不能让阵地

再丢失……

柴云振又一次大喊着从梦中惊醒，

全身大汗淋漓。复员回乡的几十年里，

柴云振反复经历这样的梦境。妻子不知

道他在战场上究竟经历过什么，只看到

他一次次醒来后泪流满面。几十年来，

家人从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立过什么

功。他甚至连应得的优抚待遇都不愿去

申报，所以各级组织寻找他，才那么困难

重重。

只有柴云振自己知道，他的心永远

留在了朴达峰，留给了那场壮烈的战斗。

那是 1951 年 5 月，抗美援朝战争第

五次战役。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

鲜 人 民 军 奉 命 向 北 转 移 ，进 入 防 御 作

战。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情况，最终决定摆

开阵势，展开全线反扑。

朴达峰为志愿军 15 军 45 师 134 团

防御地区的主要支撑点，是阻敌北上的

咽喉。这是至为关键的一道防线，一旦

被敌军突破，将给志愿军总部和后方基

地造成严重威胁。志愿军首长严令 15
军迅速在金化以南芝浦里地区的角屹

峰、鸣城山、朴达峰一线阻击北上敌军，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7 至 10 天！

从 5 月 29 日开始，“联合国军”在飞

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朴达峰

发起猛烈进攻。不到一公里的朴达峰山

脊被炸成一片焦土，随便抓一把泥土都

是弹片。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6 月 4 日，敌

人在我阵地前死伤千余人。我 134 团 3
营 7 连、9 连也损失很大，只能合编为一

个连。

134 团到底还能坚持多久，15 军从

上到下都在关注。

6 月 4 日清晨，连吃败仗的敌军指挥

官变得更疯狂了。他们集中了一个战地

所能集中的所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用尽

一切攻击办法，向阵地潮水般进攻，一线

防御阵地眼看就有被敌突破的危险。

对敌战斗中，连通信员、炊事员都上

了战场，可以想象战斗形势有多吃紧！

柴云振就是这个时候从师部警卫连

紧急抽调去补充 134 团 3 营 8 连的。

柴云振带着 7 班的 9 名战士一冲上

去，就和敌人激烈交锋，场场都是恶战。

他们配合部队一次又一次把阵地抢回

来。战至下午两点钟，敌人又兵分多路

向我军猛攻，占领了我主峰阵地。防线

眼看就要崩溃，营指挥所危在旦夕，柴云

振和战友们被敌人的重机枪火力紧紧压

在一个地堡里。

送饭的炊事班也挨了炸，炊事班长

拼着命用围裙送来一包饭，柴云振胡乱

抓起几把饭正猛嚼着，就听营长一声大

喊：“8 连 7 班，去把阵地给我拿回来，坚

决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柴云振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把全

班最后 4 个人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党员

郭忠堂为战斗小组长，带领王富贵为一

组负责掩护。他自己带领周辅清为一

组，向左侧被敌人夺去的无名高地反击。

他们趁敌人照明弹落下后匍匐前

进，又快速跃入弹坑隐蔽，顺利拿下了第

一个山头。第二个山头上的敌人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人一片片倒下，却干瞪眼不

敢射击——柴云振瞅准了时机，和战士

们趁乱冲上去和敌人“粘”在一起，一番

混战，很快又夺回第二个山头。

战斗中，两名战友不幸牺牲，只剩下

柴云振和另外一名战士。

二

天黑了下来，暴雨突然倾盆而下。

这时，柴云振发现，朴达峰山脊上另一个

制高点还在敌军掌控之中。那个山头地

势很高，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方威胁极

大。如果不及时消除这个隐患，我们的

部队明天一旦反攻，必将损失惨重。

可是，柴云振带领 7 班已经完成了

任务，那个山头并不在攻击目标之内。

现在他们势单力薄，固守待援才是稳妥

之策。打，还是撤？眼下不可能有首长

的指示，也不会有战友们的增援，到底应

该怎么办？

柴云振心想，为了夺回这块鲜血浸

透的阵地，已经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如果

再丢了怎么行？午夜时分，他做出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孤身出击，夜袭敌营。

暴雨下得更大，狂风更加猛烈。柴

云振艰难地登着湿滑的山石，小心翼翼

地向山顶靠近。大概离山顶还有 30 多

米，他突然听到“嗞嗞啦啦”的电流声响，

在暗夜中特别响亮。他仔细一看，在黑

乎乎的一个树桩后面，竟然藏着一个半

遮半掩的山洞！那里面正叽里呱啦地响

着，电流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的。他凭经

验判断，这一定是敌军驻扎在山顶的营

部指挥所。

柴云振心中顿时欣喜无比，斗志大

增。他一口气冲到指挥所前，飞起一脚

踢开门，举起冲锋枪就向敌人扫射，一个

敌指挥官模样的人应声倒地。刚好门口

有几箱手榴弹，他就顺手抓起几颗向指

挥所内投去，然后火速撤退。

这场仗打到 6 月 5 日凌晨，主峰阵地

还在志愿军手中——不过只在柴云振一

个志愿军战士手中了。

一个人就一个人！虽然没有上级的

命令，柴云振决心一个人也要死守阵地，

牢牢钉在这里。

天刚一放亮，敌人就展开了大规模

反扑。柴云振利用有利地势，将成捆的

手榴弹和爆破筒奋力扔向敌群，又用机

枪和冲锋枪轮番扫射，连续打退了敌人

的数次冲锋。

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可柴云振一

点也不敢大意。枪声暂停，他就去山头

四周搜索，防止敌人偷袭。果不其然，刚

转过山头，4 个敌兵就在眼前！他抬手

一梭子弹打出去，当场击毙 3 人。最后

一个敌兵离柴云振只有几米远，柴云振

一个箭步冲上去，连枪带人把他拖倒在

交通沟里。两个人拼命扭打在一起，在

泥水中翻滚，在血水中恶战。

敌兵抓起一块石头，拼命砸柴云振

的脑门。柴云振身体比他瘦弱单薄得

多，再加上那天战斗了那么久，全身实在

没劲了，搏斗中逐渐处于下风。但柴云

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今天就是同归于

尽，也不能放走敌人！

缠斗中，敌兵咬断了柴云振的一根

手指，已经占了优势，却被柴云振拼命到

底的劲头吓住了，竟然忘记去捡枪，只顾

用石头狠砸柴云振的脑袋。眼见这位中

国军人血肉模糊，还一次次揪着他拼命，

敌兵心里发虚，翻身起来朝山下逃命，原

来他在心理上早就输给柴云振了。

志愿军部队终于反攻上来了。柴云

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抬枪扫倒了那个

逃跑的敌人，然后一头昏倒在阵地上，什

么也不知道了……

朴达峰阻击战，柴云振带领 7 班连

续夺回 3 个山头，歼敌 200 余名，捣毁敌

人指挥所一个。他自己就消灭敌人上百

人。他所在的 15 军也粉碎了敌人攻占

铁原、金化的企图，胜利完成了志愿军首

长交代的任务。大战过后，134 团的战

士们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许多人

抱在一起，热泪横流。

三

身负重伤的柴云振醒来后，已经躺

在国内的一所医院里了。

那时朝鲜战事激烈，柴云振治疗了

一年多后，慢慢恢复了健康，但由于临时

战斗编组时错把他的名字“柴云正”写成

了“柴云振”，导致他从此和老部队失去

了联系。

1952 年 4 月，柴云振领了残疾军人

证，从医院直接办了复员手续。他清楚

地记得，那时候上级给他发了 80 元补助

费，还有可以在老家领 1000 斤大米的票

据。柴云振后来总是说，那时候国家困

难，能发这么多东西，我很知足了。

他并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漫长寻

找就此拉开帷幕。

当年的老部队后来改编为空降兵第

15 军。老 首 长 们 下 定 决 心 ，不 找 到 柴

云 振 的 下 落 决 不 罢 休 。 为 此 ，部 队 寻

访组跋山涉水，几乎寻遍了全国主要省

份。直到 1984 年 9 月，借助柴云振战友

提 供 的 信 息 ，通 过 在《四 川 日 报》刊 登

“寻人启事”，终于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在四川岳池县找到了柴云振。那枚躺在

部队荣誉室里的勋章，终于和它的主人相

逢了……

2010 年，作为军队作家的我偶然得

知了柴云振的事迹。我了解到，他从小

出身贫苦，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做伙

夫，因不堪虐待，两次逃跑两次被抓回。

1948 年，柴云振在淮海战役中加入人民

解 放 军 ，很 快 就 在 渡 江 战 役 中 荣 立 二

等功。

我对柴云振的事迹产生了强烈兴

趣，总有一些疑问在心中挥之不去：一位

在国民党军队受尽欺凌、想方设法逃跑

的伙夫，何以在人民军队里，就能不畏生

死冲锋在前，迅速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战

斗英雄？

在我后来的采访中，所有这些问题

都有了明确答案：在此之前，他早已在人

民军队的漫漫征途中百炼成钢。

柴云振老人 给 我 展 示 了 他 终 生 留

下 的 两 处 伤 疤 ：一 处 是 在 朴 达 峰 战 斗

中，头部被敌兵砸出的 20 多道伤痕；一

处是他的腰上被国民党军一个营长打

出的旧伤。“这是我当伙夫时，有一次送

饭上阵地，炮火封锁太严，就迟到那么

一小下，国民党军一个营长就朝我腰上

砍了三扁担，好狠哪！而在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里，最大的不同就是凡事都讲平

等 。 平 时 在 一 个 锅 里 搅 大 勺 ，打 起 仗

来，干部战士也一起冲锋陷阵，官兵之

间的关系亲如兄弟。”

他忘不了，1948 年刚刚参加解放军

时，指导员亲切地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

队伍，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而打仗；

得知他已患了很久的湿疹，班长四处找

来 草 药 ，细 心 帮 他 擦 洗 ，直 到 他 康 复

痊愈。

他忘不了，1949 年千里追击敌人的

路上，秦基伟军长一边帮战士扛起机枪，

一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同志们加油追

呀，我肩上除了比你们多扛一支枪，还比

你们多了一把年纪，我不停下，你们就决

不能停下！”

他 忘 不 了 ，1949 年 冬 天 的 那 个 夜

晚，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冲天的战火和满

天的繁星交相辉映，一面鲜红的党旗缓

缓铺开，他满怀激情地举手宣誓：“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九死一生的炮火硝烟中，在薪火

相传的革命征途上，柴云振经历了一次

次血与火的淬炼。在人民军队的行列

里，从当警卫战士的严谨细致，到当突

击队员的英勇无畏；从渡江战役冲锋在

前，到朝鲜战场舍生忘死，柴云振在每

一个战位上，都践行着自己神圣的入党

誓言。

四

复员回乡后，柴云振也曾有过困难

和委屈。然而，对那些涉及个人荣辱的

事情，他从来都不记旧怨。相反，对于涉

及群众利益的事情，柴云振却爱多管“闲

事”：为了修好乡村公路，他摇着轮椅反

复去找县里领导协调；为了修缮烈士陵

园，他不断呼吁提出方案，直到现状改

观；即便看到一些不懂事的小青年在街

头打架，他也要去制止教育一番。后来

这些年轻人一看到他都赶紧躲开：“那可

是上过战场的大英雄，咱可不敢惹！”

最 难 忘 的 ，还 是 2010 年 深 秋 那 一

天，我采访柴云振老人并送他回家的情

形。那时老人刚刚意外摔伤，行走艰难，

然而英雄卸甲，军人气概却从未褪去。

他坚决拒绝任何人帮忙，即使家住在 4
楼，他也拒绝了我的搀扶，坚持自己拄着

拐一步步挪回家。他用紧握过钢枪的

手，紧紧拄着双拐支撑起身体，奋力向上

跨越一级级台阶，就像一次坚定无声的

突击……

仰望着老人坚韧沉默的身影，我的

热泪奔涌而出。

就在我创作讲述柴云振事迹的长篇

作品时，遇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巧合”：

2018 年 12 月 26 日，老英雄柴云振在四

川广安岳池县因病逝世。而就在同一年

同一月，张富清隐藏了 60 多年的战功，

因为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意外地被外界知晓……多年的采访和研

究让我发现，柴云振的英雄事迹绝不是

孤例，这样深藏功名数十年的英雄何其

众多：李玉安、井玉琢、张国富……柴云

振的故事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的人生传

奇，更是无数志愿军将士的英雄图谱。

上图为柴云振家乡四川省岳池县

风光。 影像中国

一位战斗英雄的传奇人生一位战斗英雄的传奇人生
王王 龙龙

踏访英雄热土、领略红色传奇，很

多人常常想到的是远方那些著名的地

方。而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每每感

到平淡无奇。

什么样的土地才能出现英雄？

我 从 学 生 时 代 开 始 思 考 这 个 问

题。每次打开历史教科书，彩页、插

图都是南昌起义、四渡赤水、翻雪山

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

等等。这些地名深深烙进了我的脑

海，让我有几分羡慕，也感到遗憾，因

为我没有看到自己故乡的名字——

湖南邵阳。

我 们 这 里 没 有 英 雄 吗 ？ 小 学 四

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我们

这里是打过仗的，一支红军队伍经过

我们西中乡，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

有 人 牺 牲 了 ，还 有 伤 员 在 村 里 休 养

过，牺牲的红军就安葬在茶山边上。

我们去看过，碑很普通，似乎跟村里

的墓碑没两样。这让我对老师的话

将信将疑。

直到几年后，我到邵阳绥宁县走

亲戚，夜里在公路上追着看耍龙灯时，

突然看到路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烈士

碑，上面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跟

历史书上画的一样雄伟。表哥说，埋

着的是红军，山上打过仗，村民上山砍

柴还捡到过子弹壳！

这一下，把我深深震撼住了，一晚

上都想着那座烈士碑不能入眠。五角

星、战斗、火光、子弹壳……当年倒下

的红军，就在身边的碑下啊！

这以后，我有了一种底气，可以自

豪地对人说，红军从我家乡经过，还打

过仗呢！

多年以后，我有幸成为这支英雄

队伍中的一名新成员。在西北一个陆

军团，我和战友们紧握钢枪，枕戈待

旦，苦苦操练。我长期在战史书页中

跋涉，研究了不少的战役，常常被故乡

邵阳这个名字照亮眼睛、击中心灵。

比如，邓小平、贺龙等将领都曾率领红

军途经邵阳；王震曾率队穿越城步苗

族自治县的莽莽荒原，之后在他的关

怀下，这里建成牛羊成群的南山牧场；

陆定一在湘江战役后来到这里，后来

写了一篇《老山界》……

回到故乡邵阳市工作之后，在一

次次的踏访中，我对这块土地上的英

雄气概有了更深的领悟。

不久前 ，我 到 邵 东 农 村 出 公 差 ，

听当地朋友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

国平就是这里的人。我知道他是有

名的军人，但不知道就出生在这里。

袁国平出身黄埔四期，曾说过：“如果

有 一 百 颗 子 弹 ，九 十 九 颗 要 射 向 敌

人，最后一颗留给自己。”这句话，他

做 到 了 。 在 皖 南 突 围 中 ，他 身 负 重

伤，为不拖累他人，果断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从袁国平老家开车出来不

远，又遇见了音乐家贺绿汀的老屋，

他年轻时离乡投身救国，创作了《游

击队歌》。真想不到，那活泼灵动、铿

锵有力的旋律，竟与这样一个普通的

小山村缘分深厚！

又有一次去绥宁县，听到了独臂

上将贺炳炎的故事。他那条胳膊是长

征经过绥宁时、被子弹击中发炎而截

去的。因为当时没有麻醉药，只能把

他绑在门板上，借来当地木匠的锯子

手术。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贺炳炎

嘴里的毛巾全咬烂了。手术时贺龙在

旁坐镇，他捡起一块锯下的骨头对大

家说：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我听了这个故事，一整天茶饭不思，那

是怎样不惧痛楚的钢铁意志！又是怎

样不惧牺牲的英雄风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

将 八 路 军 驻 湘 通 讯 处 迁 移 至 邵 阳 。

当地党组织及时抓住这个“势”，组织

武装在纵横百余公里的雪峰山脉游

击日寇、破坏工事，为夺取抗日战争

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邵阳旧称

宝庆，解放战争中的衡宝战役又使邵

阳熠熠生辉，国民党军白崇禧的主力

在此被军民围歼……

无论何时，你去亲近和聆听这片

土地，敬意总是涌现在心间。据党史

部门统计，已发现 2000 余位烈士牺牲

在邵阳境内，留下 160 余处红色遗址

遗迹，每一处都进行了修葺或扩建。

欣慰的是，我们乡那处红军墓也重新

立碑修坟，建设了广场，不时有人前来

瞻仰，鲜花四季不断。

久远的故事叩击着人的心怀，而

身边人的际遇更令我遐思感喟。有一

天，同事老李给我讲起他家的旧事：他

的外公参加了雪峰山抗日地方武装，

牺牲时才 38 岁，那时他妈妈还在外婆

腹中。他妈妈多年来为外公的烈士名

誉四处奔波，后来在南京历史博物馆

找到一张外公的军装照，老人家看到

父 亲 的 面 容 ，终 于 觉 得 了 却 了 一 桩

心事。

这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家乡的

土地上，还有许多像老李外公那样默

默无闻的英雄！烈士遇难之地就在洞

口县高沙镇的一个小山头上，离我家

只有 7 公里。后来每次回去，我都要

朝这个山头多望两眼，山上青草离离，

随风飘动。草木默默无语，却见证了

一位位无名英雄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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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功勋党员⑥

湖南省邵阳市风光。

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