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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0年前，在上甘岭的43个日日夜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的较量，为世界所瞩目。
上甘岭战役，举世闻名，天下惊叹。
经此一战，美军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志愿军威名远播全世界，新中国的根基更加牢固。
60年来，关于上甘岭战役的书籍、回忆文章、评述可谓汗牛充栋，但都不及本书这样鲜活、这样真实
，这样震颤我们的神经！
《我的1950年代——上甘岭亲历记》第一次集体呈现上甘岭战役亲历者的心声，第一次呈现黄继光、
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历史细节！
上至军长、师长，下至普通士兵、通讯员，他们第一次集体开口说话，将最真实的历史留给21世纪！
铁血英雄们的口述历史独一无二，无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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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露，湖北大学教师，美学硕士，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上甘岭战役指挥员崔建功将军的孙女。
9岁时开始在杂志上登载有关上甘岭战役的撰文，上中学时曾任湖北文艺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小记
者；上大学二年级时出版27万字的《情系上甘岭——记上甘岭将士的妻子们》（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
上将题写书名）一书，被湖北省教育厅评为“湖北省2002年度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
近年来先后编印和出版《理想、战斗、学习——记上甘岭主将崔建功》、电视剧文学剧本《上甘岭》
，与画家王发星合作出版连环画《上甘岭》。
曾多次赴北京、南京、郑州、广州、昆明、武汉、孝感、咸宁等地，采访了数十位上甘岭将士，并对
其录像数十个小时，用该视频资料与香港凤凰卫视、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空降兵某部等多家机
构合作编拍了多部反映上甘岭战役的电视片。
所写的《谈判桌前的较量》、《心系上甘岭》、《难忘上甘岭》、《上甘岭上的八位“王成”》、《
坑道里的党支部》、《叩访向守志上将》、《他陪同毛岸英的爱人扫墓》、《在朝鲜战场结为夫妻》
等关于朝鲜战争的文稿，被国内多家报刊杂志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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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地下长城
坑道和保证坑道充分发挥作用的一整套坑道战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广大指战员的伟大创举，
是以步兵为主的中朝人民军队战胜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篇章，将成为
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中的重要作战手段之一。

第二章 狙击兵岭
在阵地战中，敌我双方对峙，一线守备部队把斗争焦点推向敌军前沿，积极开展袭击、伏击和狙击活
动，主动制敌，争取前沿部队行动的有利条件，掩护前沿阵地进行坑道筑城，改善了防御态势。
狙击手在世界战史上早已有之，但都是少数狙击兵进行猎杀行动的一种补充战术。
而志愿军进行群众性的、带有战略色彩的大规模狙击运动，是世界战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种争取战略主动权的狙击行动一直进行到整个朝鲜战争结束。

第三章 寸土不让
能否抗住战役中敌人发起的第一个突然性的强大冲击波，是对一个战斗集体军政素质的严峻考验。
它需要指挥员“骤然临之而不惊”，适时调整部署从而掌握战役的主动权，还需要士气旺盛、前仆后
继、英勇作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第四章 坚守坑道
坑道战是地道战、壕沟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是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坑道斗争，是在战役实践中新的战斗形式，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有效手段。
这一招拖垮了敌人，掩护了我军决定性反击的准备工作，为最后夺取和巩固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章 烈火金刚
潜伏战术，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根据敌情和地形，创造的一种攻击敌人防御阵地的战术。
为了减少攻击部队在敌火下长距离冲锋所造成的伤亡，在攻击的前一天夜里，我军将大批的突击人员
秘密潜伏在距敌前沿阵地仅数十米的乱草丛中，待到次日黄昏，出敌不意，突然发起进攻，一举夺取
敌人的阵地。

第六章 战史丰碑
在我军与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表面阵地的反复争夺后，我军依托坑道已大量地消灭、消耗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
在进行了决定性大反击后，我军坚决击退敌人的连续反冲击，不让敌人再行攻占我表面阵地，使敌人
付出巨大伤亡后仍无寸土之功，而不得不放弃对我阵地的争夺和进攻。

上甘岭战役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形成了上甘岭精神。
此后，美军在朝鲜再也无力发起一场较大的攻势，胜利的天平已彻底倒向中朝一方。
美军打心眼里承认我军的勇敢、毅力和战术都是超一流的，视中国军队为最强硬的对手。
上甘岭，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精神的象征。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1950年代>>

章节摘录

　　第一章地下长城　　坑道和保证坑道充分发挥作用的一整套坑道战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
广大指战员的伟大创举，是以步兵为主的中朝人民军队战胜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战
争史上的新篇章，将成为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中的重要作战手段之一。
　　★秦基伟军长　　我军在谷山地区经过九个半月的整训，充实了兵员，加强了装备，养得兵强马
壮，士气十分高昂。
　　1952年3、4月间，兵团命令我军接替第26军防务，在朝鲜中线的平（康）、金（化）、淮（阳）
地区，约三十公里宽的正面上担任防御作战任务。
　　当面之敌为美2师、韩2师和韩9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其前沿位于391高地、中墨谷、下甘岭、下
所里、外也洞一线。
　　接到命令后，我和参谋长张蕴钰同志带领军前指及全军排以上干部一千一百多人到26军学习防御
作战经验，磋商交接事宜。
　　老大哥部队很热情，专门派人给我们介绍了经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不死守阵地，阵地可以
放手让给敌人，等他占领了，给他一顿炮火，然后再夺回来。
也就是说以阵地为诱饵，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
　　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阵地，工事多为土木结构，掘开式，有单人掩体、交通壕、猫儿洞，也有
半截子坑道。
　　我当时心里琢磨：老大哥部队的打法有一定的依据。
他们是首批入朝，仓促应战。
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防御设施来不及完善，在当时我整个防线还未完全稳定下来的情况下，这种战
法确实可以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
但现在我们是坚守防御，就必须确立新的作战指导思想。
我同张蕴钰和师长们交换意见，他们也是这个看法。
大家都认为要坚守阵地，把敌人挡在防线以外打，就要从工事上做文章，在26军阵地建设的基础上，
改造阵地工事，进行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以保障防御作战
的胜利。
　　我军防区东起忠贤山，西至发利峰，正面宽约三十公里，纵深二十余公里。
防区西部为平康平川，是东海岸元山至西海岸汶山公路的连接点，又有汉城至元山的铁路纵贯防区中
央，交通便利，有利于敌坦克和机械部队机动。
防区内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等主要制高点，为中线战场的门户。
敌战略要点金化、铁原在我瞰视和控制之下。
地形北陡南缓，北高南低，便于我军防御和反击作战。
　　第44师配属步兵第87团和炮兵第9团（欠第3营），防守300.5高地、芝村、两双岭、知足里地域，
阻敌由王在峰、西方山、斗流峰向平康方向突破。
　　第45师配属炮兵第9团第3营、炮兵第20团（欠第1营），防守597.9高地、芹洞、723高地、安长洞
地域，阻敌向上甘岭、五圣山、忠贤山方向突破。
　　第29师（欠87团）为军第二梯队，配置在霹雳岩山、726高地、塔洞、马背岩地区，随时准备支援
第一梯队师作战。
　　4月下旬，军政治部根据军党委会精神，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突击筑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
”的指示。
军、师、团均成立了筑城办公室。
①　　★崔建功师长　　1952年3月份，我们45师接的防，上甘岭阵地原来是26军他们先在，他们在的
时候没有一个坑道，都是石头、树林。
我记得很清楚把防接了以后，每天敌人的炮火打得我们要伤亡十来个人。
上去了一个星期，我就算这个账，这样还得了！
这样零打就把我的队伍打完了，一天十来个人，十来天一个连，一个连就搭进去了，这样消耗下去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1950年代>>

得了，所以才开始挖坑道。
　　上去以后首先就是每天做坑道工事。
当时的口号就是你打我挖，我打你挖，白天晚间都不停，多流汗少流血。
我们上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阵地。
其次必须跟敌人斗争，把斗争的焦点推向敌方，斗争的焦点要是在我方那就被动了。
打到敌人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敌人。
当时上去提出这种口号。
　　那时正值春暖解冻时期，我师从友邻接收的掘开式工事不断倒塌，阵地内道路泥泞，运输机动困
难，加上敌人空军和地面炮火的轰击，损失很大。
这种情况下，若遇敌大举进攻，是不能抗住敌人的。
为坚守阵地，粉碎敌人进攻，必须加强阵地的坚固性，使之不怕炸、不怕轰、不怕打，建设以坑道为
骨干与野战阵地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我师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但工事不坚固，人员伤亡过大，岂不是人亡地失
两头空。
我们必须构筑坑道，站稳脚跟。
　　师里本着先一线，后二线的原则。
坑道要以发扬火力与反击敌军为第一要求，同时兼顾屯兵，储藏粮弹。
各坑道阵地要能互相支援，要按具体规定的长度尺码施工。
　　中朝军队粉碎了敌人去年的“夏季有限攻势”和“秋季重点攻势”，美国佬是不会甘心的。
要准备随时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重点进攻，首先要构筑坑道，巩固阵地。
师党委决定：广泛开展筑城立功运动，推广典型经验，加速筑城进度。
　　★志愿军15军44师师长向守志　　坑道是逼出来的，我们上阵地前（友军部队交防的阵地）是掘
开式，我们是4月份上阵地，4、5、6、7、8月，半年时间我们打坑道，到9月底，我们全师基本上都有
坑道了。
　　★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作战股参谋郑宣凯　　当时中朝军队沿三八线一带建立了五百里的防线，
与美军已形成了一年多的对峙局面。
志愿军司令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建立和依托坚固的坑道阵地，打
算与美军长期作战。
美帝国主义寸步难进，耗又耗不过我们，那他只有老老实实地结束朝鲜战争。
　　★秦基伟军长　　第45师提出“以阵地为家”的口号，决心把五圣山建成能打、能藏、能生活、
能机动的坑道式防御体系。
在筑城作业中，战士们琢磨出不少办法，譬如装炸药打炮眼，摸索出了“打斜眼、打水眼、空心装药
爆破法”及“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
为解决炸药不足，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下拉回了许多没有爆炸的炸弹和炮弹，组织专人拆卸，仅45师
就拆出炸药三千七百多公斤。
　　部队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构筑工事。
①　　★志愿军15军45师作战科科长宋新安　　我们师长崔建功提出，以阵地为家，没有以阵地为家
的思想，建设阵地就不会花那么大力气，能应付战斗就算了，不会当成一个家。
假如是以阵地为家，你在这上头吃喝拉撒、战斗、保障、观察、指挥、通讯各方面都得建设好，所以
阵地为家的思想非常重要。
所以全师都统一这个思想，这个时候思想就一致了。
要想能打赢这个仗，就必须把这个阵地当成你的家。
敌人、强盗进了你的家里头，他是不愿出去的。
他是到你家来打，你是各方面都熟悉，敌人却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熟悉。
这样我们就占有优势。
　　坑道要挖多深多厚，一开始说比那个掘开式工事强。
掘开式工事是挖个坑，上头拼上木料，木料上头盖上土，连一个一五五炮弹都顶不住，一炮打中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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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个坑道起码要顶住敌人大的炮弹，班的都是2公尺、3公尺，连的坑道有十几公尺。
后来陈云同志到朝鲜去，说连的坑道顶层必须有20公尺厚，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来开始建设。
　　开始建设阵地的时候，当然困难很多，也没有工具，没炸药，没有什么东西，都是战士自己找到
敌人没打响的炮弹，就卸下来当炸药。
敌人的坦克，上头那钢铁卸下来就弄成这个火炉，铁匠铺就打钢条、打铁锹等东西。
反正工具都是战场上自己弄的。
那你烧什么都得弄木炭，弄木炭的时候就烧那个东西，打锤做工具，打炮眼打一个眼一个眼的那个东
西。
首先要解决这些组织、物资、器材这方面吧，另外就是技术。
基本上已经弄了3个月了，弄了3个月我去检查阵地。
结果呢，那个工事做的呀，进度很慢。
一天只能打个二三十公分。
战士累了，他在那打呀打呀打的累得不行了他就歇歇，放一炮大家歇一歇，就在那清渣子。
所以这样的话进度很慢。
　　检查133团的8连，他们有一个办法，一天可以打一公尺。
我说：你们怎么搞啊？
他们说，我们不是一回放一炮，我们一回放他五炮。
中间打一个炮眼，四个角打四个炮眼，一共打五个炮眼。
这五个炮眼要打一公尺，每一个炮眼都打一公尺，我们把这五个炮眼打好了以后，都填好，我们一起
放炮。
这放一次炮就一公尺，这样呢，这个坑道坚固程度还好，往外出石头的时间还短。
排烟呐，你那里头一放炮里头的烟就排不出来，所以这样就等好长时间。
所以后来我给他总结了一个顺口溜，就是：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
这样进度就快了。
开始好多单位都不行，后来我就推广这个经验，结果按这个经验整个进度就快了，在群众当中真有英
雄，确实很多创造都是群众创造的。
只要上头指导方针正确了，这群众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许多困难都能克服。
所以以后我又去看上甘岭这两个阵地。
这两个阵地我一看，好家伙，真是五圣山的两扇门，他过不了这个门槛，他就不可以占了五圣山。
那这两个阵地呀，是重中之重的阵地。
必须坚守，只要把这守住了，那我们后头这一套系统都可以支援这两个点。
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守住，反击也容易。
如果你把这两个阵地丢了以后，你就只能跑那个高山上了，这时候作战就被动了。
所以后边呢就天天观察我们那个团的指挥所，师的观察所都是在100和106.1，一百六十公尺的那个置
点上可以向下观察。
　　★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副教导员齐润庭　　4月18日，司政机关和连以上干部参加了军里召开
的“修筑工事，加固工事，构筑坑道，站稳脚跟”的动员大会。
秦军长传达了军党委会议精神，肯定了我师“以阵地为家”的口号。
会后师团成立了筑城办公室。
师领导、作战科长、工兵主任和各团领导亲自到阵地勘察，根据各阵地具体情况，发动群众献计献策
，吸取友邻先进经验，按上级颁发的筑城技术标准，制订了全师筑城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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