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 硝 烟

弥漫的抗美援朝战

场 、在 冰 天 雪 地 的 长

津湖畔、在滚滚东流的

昭 阳 江 上 ，他 挎 着 枪 ，端

着照相机，同战友们一起，

迎 着 枪 林 弹 雨 ，一 次 次 冲 向

火线……”

2023 年 6 月 18 日，在第十四

届 中 国 摄 影 艺 术 节 上 ，抗 美 援 朝

战地摄影记者张崇岫获得了“中国

文 联 终 身 成 就 奖 ”。 颁 奖 词 响 起 ，94
岁的张崇岫拄着拐杖缓缓走上领奖台，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是对

张崇岫作品的赞许，也是对那段英雄历史

的缅怀。

1950 年，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

零 9 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

战争伟大胜利。张崇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时

他担任志愿军第 9兵团政治部摄影组组长。

“我老了，但这些照片不会老，照片里的故

事也不会老。”张崇岫一张张翻阅着当年拍摄的

照片，徐徐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记者的思绪

也来到了 70 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让祖国人民、子孙后代
知道志愿军是在怎样恶劣的
环境下坚持战斗的”

抗日战争时期，张崇岫是一名新四军战士；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由于战斗经验丰富，部队首长安排他在抗

美援朝战争前线担任战地摄影记者，拍摄记录

战斗经过。 1950 年 10 月，张崇岫带着两台相

机，从山东曲阜出发，前往中朝边境。这一年，

朝鲜地区遭遇了数十年一遇的罕见极寒天气，

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冷”，是初入朝鲜

时张崇岫最深的印象。

张崇岫亲身经历了长津湖战役，这是抗美

援朝战争时期非常重要并且极为激烈的一次大

规模战役，打了近一个月时间。为了躲避敌人

的侦察，志愿军战士只能原地埋伏，甚至把自己

埋到雪堆之下，以躲避空中的侦察机。战场上，

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用张崇岫的话说，“战士

们脸冻得咯咯响，皮肤冻粘在衣裤上，一揭开，

像熟红薯一样掉一层皮”。张崇岫抱着相机，和

战士们一起啃着和石头差不多硬的土豆，埋在

雪堆里躲避敌军侦察。

“当时，一个人每天最多吃一个冻土豆，用

体温把冰焐化了再吃。”张崇岫说，“这个时候，

我抓住时机，把战士们趴冰卧雪的场景拍了下

来，让祖国人民、子孙后代知道志愿军是在怎样

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战斗的。”

缓缓翻动着相册，张崇岫说，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自己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一张名叫《胜利会

师》的照片最让他满意。1952 年，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我国发行了一

套共 4 张邮票，有两张邮票的画面都来自张崇

岫拍摄的照片，其中就有这张《胜利会师》。

《胜利会师》原图记录的是长津湖战役胜利

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港口会师。

“当时，我猜想长津湖战役胜利后，

可能会出现‘胜利会师’这个场景，就

专程赶往咸兴港。”张崇岫独自一

人 冒 险 在 雪 地 里 徒 步 四 五 十 公

里，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达咸兴

港边，追上了先头部队。

恰巧此时另外一支追击

队伍也来到岸边，他们看

到敌军仓皇逃走的军舰，

激动地和先头部队的

战友握手相拥，并且

鸣 枪 庆 贺 。 此 时 ，

敌人的军舰还没

有 消 失 在 海 平

面的尽头。

“ 前 方

路上有什么危险，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抱

着‘有去无回’的思想准备去

的。”张崇岫对“胜利会师”的预判

没有错。当他看见中朝双方战士迎面而

来、胜利会师，他不顾疲劳，兴奋地为大家拍

照，记录下了这珍贵而极具历史价值的画面。而

这张照片，也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张照片是 1951 年志愿军为 172 团 3 连授

‘杨根思连’锦旗的场景……”指着给“杨根思连”

拍摄的照片，张崇岫介绍，杨根思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

英雄，生前是这支连队的连长。小高岭战斗中，

他率部接连击退美军 8 次进攻，最后只剩他一人

时，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被追记特

等功。后来，这支连队被授称“杨根思连”。

张崇岫在讲起这些照片的历史时，精神抖

擞、声音洪亮。70 年过去了，他仍能用十来分钟

画一张作战线路图，标注出鸭绿江、柳潭里、长

津湖、水门桥等近 10 个地名，能准确地说出每

张照片拍摄的年份、月份，乃至背后的故事。

从一段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历史中走过，张

崇岫深刻体会到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对于我们的历史意义。“抗美援朝战争，印证了

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张崇

岫感慨。

“战场上，志愿军以‘钢少
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是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体现”

让张崇岫记忆犹新的，不只是结冰的土豆，

还有战士们脚上冻坏的皮肤。一名战士脚被冻

坏后一揭开，直接脱掉一层皮，班长让他去后方

医院，但是这名战士坚决不离开前线。

“我们冷，敌人也冷，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人民军队是世界上意志最坚强的部队，只要有

必胜的信念，就一定能战胜所有困难。”张崇岫

鼓励摄影组的同志，不要害怕寒冷和困难，想当

年红军翻越雪山的时候比这困难多了。

“面对生死，您怕过吗？”在张崇岫讲述照片

和背后的故事时，经常有人这样问。面对这个

问题，张崇岫的回答是：“没有怕的，所有战士都

没有怕的。”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辈就不

用打了”……听着张崇岫的讲述，记者脑海中浮

现出电影《长津湖》中的一句句热血台词和一幕

幕感人场景。这部电影的许多镜头，都是根据

张崇岫在战场上拍摄的照片还原的。

照 片《涉 江 追 击 敌 人》，是 张 崇 岫 在 志 愿

军 将 士 们 冒 着 炮 火 涉 水 强 渡 昭 阳 江 时 拍 摄

的。那天，张崇岫与部队一道强渡昭阳江，看

到 迫 击 炮 直 接 打 到 水 面 上 ，自 己 的 战 友 壮 烈

牺 牲 的 景 象 ，张 崇 岫 永 远 无 法 忘 怀 。 志 愿 军

战 士 们 勇 敢 地 渡 过 了 昭 阳 江 ，完 全 占 领 了 那

一 线 的 敌 前 沿 支 撑 点 ，打 开 了 向 敌 军 纵 深 穿

插的门户。

“当时，我们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

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为什么

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张崇岫看来，“强大的精

神是取胜的关键。”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

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

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

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张崇岫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而他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也成为这种精

神的生动注脚。”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许国说。

“要想拍到别人很难拍到的战斗照片，必须

自己创造机会，到战争第一线去，跟着先头部队

走，与突击穿插的战士们肩并肩，和敌人面对

面。”张崇岫带领摄影组始终跟在冲锋部队的后

面，进入作战第一线抓拍我军战斗的场面。

战场上，张崇岫总是把装胶卷的袋子像

子弹袋一样系在身上，有人问他腰里

装着什么武器，他的回答是：“我

这个是非常大的‘手枪’。”

当时胶卷非常珍贵，

张 崇 岫 要 求 自

己每拍一

张就必须成

功一张，“当时我

紧跟着部队，一点也不

敢掉队，哪里打得激烈就往

哪里凑，这样才抓住了拍摄机会。”

张崇岫参加了新兴里战斗、长津湖

战役、江口洞战斗、强渡昭阳江等，记录下志

愿军战士浴血奋战的珍贵影像。“战场上，志愿

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是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的体现。”张崇岫感慨。

“70年咧，祖国和人民没
有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
志愿军将士，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早已烙印在中华儿女的精
神底色中”

“这是我当时拍的大坦克……”2023 年 6 月

18 日，张崇岫来到以“启航新征程 金像铸辉

煌”为主题的摄影展览参观。前来参观的干部

群众围在张崇岫旁边认真聆听，跟着张崇岫的

讲述穿越到那段血与火的战斗岁月。

对于战争细节，张崇岫仍然历历在目。坐

在轮椅上，他用手中的拐杖指着一张照片说：

“我们是一个团的部队，从山上下来猛打敌人，

他们只好从坦克中出来投降。”

“搞摄影要胆子大，我的胆子是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出来的。”张崇岫对记者

说，“如果你害怕战争，就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它，

更别提拍照片了。”

最危险的一次，张崇岫与另一位摄影记者

挎着相机被敌机发现，他俩飞快钻到大桥下，在

桥洞中间蹲了下来。4 架飞机围着大桥两边，足

足盘旋了 20 多分钟。“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

子弹和炮弹皮在我们周围乱飞。幸好桥面较

宽，虽然桥洞两侧被炸得一塌糊涂，但我们躲在

中间毫发无损。”张崇岫回忆道。

在张崇岫拍摄的照片里，有志愿军在齐膝

深的雪地里行军的画面，有志愿军趁着夜色赶

到预定作战点在雪地里隐身埋伏的画面，有战

士们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的画面……一张敌军士

兵向志愿军投降的照片，是张崇岫在敌军混乱

撤退时拍下的，“当时，子弹、炮弹都没停，但我

不下去拍，就抓不到这个场景了”。

战争结束后，张崇岫拍摄的大量作品被收

录到博物馆展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

材和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张崇岫

拍摄的照片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在相关报道

评论区，一名网友说：“看到张崇岫当年拍摄的

照片，我的眼眶湿润了。”

张崇岫和战友们的故事和精神，不断激励

着新时代青年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2023年 7月 11日，“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第二

十 二 任

政治指导员屈

凯 明 带 着 连 队 骨

干，来到张崇岫家中，探

望这位用镜头记录了志

愿 军 战 斗 英 雄 历 史 的 老

兵。当连队里参加过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的擎旗手

王伟东郑重展开连队战旗的那一

刻，张崇岫挺直身板，向战旗敬上

一个标准的军礼。眼前这感人一幕，

让官兵们潸然泪下。

“在先辈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民军队

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屈凯明深有感触

地对记者说，“新时代，我们这些青年革命军

人要学习和传承他们的英雄精神，雄赳赳、气

昂昂，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开拓

进取！”

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乡。近年来，国家每

年都会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还开展

为英雄烈士寻亲的活动，张崇岫十分感动，“70
年咧，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

的志愿军将士，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早已烙印在

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中。”

采访接近尾声，张崇岫依依不舍地合起相

册，目光望向远方，那个他曾经和战友们一起

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方向。张崇岫若有所思

地说：“出征的那年，长津湖的枫叶特别红，我

还特意捡了两片，夹在一个小本子里。70 多年

了，我还珍藏着，只是它们的颜色更加深沉。”

斜晖下，张崇岫胸前的军功章闪闪发光，那是

他和战友们在战场上勇敢冲锋、并肩作战的

见证。

图图①①：志愿军战士在打退敌人进攻后志愿军战士在打退敌人进攻后，，冒着冒着

风雪发起了冲锋风雪发起了冲锋。。 张崇岫张崇岫摄

图图②②：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战士歼灭守敌歼灭守敌。。 张崇岫张崇岫摄

图图③③：张崇岫在家中接受采访张崇岫在家中接受采访。。

人民网记者 张力洋张力洋摄

图图④④：张崇岫向张崇岫向““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战旗战旗

敬礼敬礼。。 许许 国国摄

图图⑤⑤：为“杨根思连”授旗。

张崇岫张崇岫摄

图图⑥⑥：志愿军战士向敌军方向挺进。

张崇岫张崇岫摄

图图⑦⑦：志愿军战士涉江追击敌人。

张崇岫张崇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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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抵御了帝

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

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

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伟大胜利，永远铭刻在

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

展、进步的史册上。

历史的影像，留下珍贵的记忆。一张张老

照片，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弥足珍贵的历史瞬

间，汇聚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汤蹈火、英勇作

战的英雄群像。这些在战火中熔铸、穿越历史

烟尘而豪迈气质不减的文化瑰宝，是抗美援朝

精神永久的影像见证，是我们永远仰望的精神

高地。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巨 变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了 新 时 代 ，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 大 飞 跃 。 铭 记 伟 大 胜 利 ，推 进 伟 大 事 业 ，

我们要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

强 暴 、反 抗 强 权 的 民 族 风 骨 ；都 要 汇 聚 万 众

一 心 、勠 力 同 心 的 民 族 力 量 ；都 要 锻 造 舍 生

忘 死 、向 死 而 生 的 民 族 血 性 ；都 要 激 发 守 正

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

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

前，雄赳赳、气昂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铭记伟大胜利 传承伟大精神
正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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