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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缕霞光划破黎明的寂静，将东方的

天空染成一片绚烂的红，那抹霞光，恰似岁月

的烽火，映照着临江这座边城。在这如梦似幻

的时刻，耳边骤然响起阵阵激昂的呼号。

“长津湖，长津湖！——我是江桥，我是江

桥！后续部队已经跟上，请回答，请回答！”这

声音，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带着无尽的坚毅与

决绝，仿佛将我们瞬间拉回到那段硝烟弥漫的

岁月。

“G331，G331！——我是临江，我是临江！

后世子孙已经跟上！”此刻，我们的车子正迎着

那暖热的朝阳缓缓前行，霞光温柔地洒在每个

人的脸上，更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底。那初

阳，宛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越烧越旺，仿佛

在诉说着临江这座城市炽热的过往。

随着车子逐渐靠近临江城，这座位于鸭绿

江中游与上游交界点的小城，仿佛一扇通往历

史深处的大门，缓缓敞开。它不仅是地理意义

上的临江，更是历史长河中一座承载着无数热

血与荣耀的丰碑。它见证了生活的变迁，也铭

刻着往昔的壮烈，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神秘的

面纱。

在车内，我们的目光追随着地图上蜿蜒的

线条，思绪却早已飘回到那段鲜红如血的历史

中。临江，绝非只是鸭绿江边一个普通的转弯

处，也不是寻常的江畔小镇。它是守护鸭绿江

的英勇堡垒，是无数赤子用生命捍卫的家园。

当车子临近中朝国境的临江鸭绿江大桥

时，那呼号声愈发清晰。我们分明听到了来自

左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侧盖马高原

上长津湖的呼啸，那是“冰雕连”用生命铸就的

钢铁誓言；听到了陈云沉稳坚定的决策声，听

到了杨靖宇激昂的战斗号令。鸭水悠悠，东来

的紫气承载着世代的希望；江桥横跨，南北两

岸的历史在岁月中交织，绽放出永恒的红色光

芒。临江城的气场，就在这江桥边上，如同一

股无形的洪流，扑面而来，让我们深深沉醉在

这厚重的历史氛围中，无法自拔。

抗日烽火抗日烽火，，燃烧的岁月燃烧的岁月

一场真正意义上高品质的旅行，如同品味

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需要车子、步子与赤子

之心。车子，是我们踏上探寻之旅的有力伙

伴，它载着我们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历史的现

场；步子，引领我们深入每一个角落，去触摸历

史的纹理，感受岁月的温度；而赤子之心，则是

我们怀揣的那份对历史、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

热爱，是我们前行的原动力。

当我们的双脚踏上临江的土地，一座庄严

肃穆的“临江人民拒日设领胜利纪念碑”映入

眼帘。它静静地矗立在海拔1100米的猫耳山

边，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着那段不容忘

却的历史。

时光回溯到1924年，日本妄图在临江设立

领事分馆，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临江人民的坚

决拒绝，1927年日方竟再次派人偷偷过江办理

设领事宜。这一挑衅行为彻底激怒了临江民

众，一时间，群情激愤，他们砸烂侵略者的牌

子，捣毁非法的“领馆”，将侵略者驱逐出境。

这场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在

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靖宇将军、曹国安将军等一众抗日英

雄，更是将鸭绿江的滚滚江涛化作了讨伐日寇

的铁血利刃。1934年2月21日，在临江县三岔

子，杨靖宇与其他16支抗日部队的首领相聚一

堂，共同成立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被众人推举

为总指挥。那一刻，他们的热血在心中沸腾，

共同立下了抗击日寇、保卫家园的誓言。同年

11月，在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一军在四道二岔宣告成立，杨靖宇出任军

长兼政治委员。此后，他们在白山黑水间纵横

驰骋，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

和生命开创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壮丽篇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朝鲜族青

年朴翰宗，在红土崖伏击伪靖安军李寿山部骑

兵连，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这里成了他战斗

的舞台，也是他英勇牺牲的地方。他的热血洒

在了这片土地上，滋养着后来的人们。第一军

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安，在七道沟高丽堡子

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他倒下的那一刻，眼

中依然坚定地望着胜利的方向。如今，将军殉

国地纪念碑在六道沟镇七道沟村的东山上高

高耸立，见证着他的英勇事迹。第二军军长王

德泰带领部队转战于东满、南满地区，开辟了

长白、临江等地的游击区根据地。在临江小汤

河，他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他的精神永远

激励着后人。

临江，这片白山松水环绕的土地，是杨靖

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

饥饿和寒冷如同恶魔一般，时刻威胁着抗日志

士们的生命，而密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是生

死攸关的生命线。虽然密营创建的起始已无

从考证，但大规模的密营出现在1936年，大多

是在杨将军的指挥下搭建而成。那些隐藏在

长白山麓密林深处的密营，宛如一颗颗顽强的

种子，在敌人的封锁下顽强生长，为抗联战士

们提供了生存和战斗的希望。

漫步在临江的山林间，仿佛还能听到那激

昂的抗联歌谣：“长白山，银雪峰，苍松翠柏万

年青……”每一寸山河，都浸染着烈士们的鲜

血；每一片热土，都承载着他们的英魂。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这片土地，早已

与英雄们的故事紧紧相连，成为一座不朽的精

神丰碑。

烽火解放路烽火解放路，，英雄的传奇英雄的传奇

江心岛陈云广场上，陈云的雕像静静地伫

立在鸭绿江边，他目光坚定地凝视着远方，仿

佛还在思索着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大战局。

当我们步入陈云同志旧居暨“四保临江”

战役指挥部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屋内，照亮

了那段厚重的历史。这里，曾经是清光绪年间

防军统领左宝贵的驻防营，如今已换了天地。

屋内，展开的军用地图上，还留存着当年战役

的痕迹；墙上，那把陈云拉过《江河水》的胡琴，

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每一个角落，

都似乎回荡着当年的决策声、讨论声，让人仿

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

度势，根据形势的有利发展，将原来“争取东

北”的战略设想，发展为全面控制、“独占东北”

的新战略。

陈云形象地提出了抓住“牛尾”控制“牛

头”的战役策略。国民党10万军队，如同一头

扑向北满的“蛮牛”，却在南满留下了一条“尾

巴”，而这条“尾巴”，就落在了临江人民的手

中。陈云深知，若松开这条“尾巴”，这头“蛮

牛”必将横冲直撞，南满不保，北满将会危在旦

夕；只有紧紧抓住，才能让敌人进退两难。这

一策略，犹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击敌人的

要害，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彼时的临江，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南满分

局与辽东军区以及辽宁省委、省政府，安东省

委、省政府的所在地，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陈云、肖劲光、肖华等多位将领在此坐镇指挥，

一场惊心动魄的“四保临江”战役就此打响。在

108天的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

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

杜光华师长，这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

士、抗日英雄、骁勇战将，在这战火纷飞的战场

上，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当

时，中共南满地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主要集中

在临江、长白等4个县内。解放军立足未稳，

又饱受寒冷的侵袭，而国民党军妄图在长白

山区将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一网打尽，形势岌岌

可危。杜光华师长率10师长途奔袭，深入敌

后，接连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

胜利。

1947年2月13日，国民党军发起对临江地

带的第三次进攻。22日，10师陷入腹背受敌的

困境。杜光华师长亲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

展开殊死搏斗。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

进攻，他毫不退缩，沉着应对。黄昏时分，正当

东北民主联军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一发

迫击炮弹突然袭来。在通化县571高地前沿观

察地形的杜光华将军，不幸壮烈殉国。他的鲜

血，洒在了白雪覆盖的571高地上，染红了这片

土地。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战士们的心中

充满了悲痛和愤怒，但他们也更加坚定了战斗

的决心。

烈士陵园墓碑上“杜光华将军之墓”几个

大字，庄严肃穆，彰显着这位未授衔的“无衔将

军”的赫赫战功，他虽然没有获得授衔，却永远

是后人心目中冲锋在前的“英雄将军”。他的

英勇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临江人，成为

他们心中不朽的传奇。杜光华将军牺牲时，留

下了不足1岁半的女儿杜东征和在母亲腹中6

个月的儿子杜永年。他们继承了父亲的临江

基因和红色血脉，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英雄的

故事。如今，每当人们走进烈士陵园，看到那

座墓碑，心中都会涌起无限的敬意，仿佛能看

到杜光华将军当年英勇战斗的身影，他的精

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后人前行的

道路。

淬火长津湖淬火长津湖，，不朽的丰碑不朽的丰碑

当我们踏上中朝国境的临江鸭绿江大桥，

那熟悉的呼号声再次在耳边响起。这呼号，穿

越了时空的界限，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坚定的信

念，清晰得让我们不自觉地立正，心中涌起无

尽的感动。这，是新中国黎明时的振聋发聩的

胜利号角吗？是那浴火重生的炽热霞辉吗？

江桥的铁板仿佛在诉说：“是！”盖马高原的长

津湖仿佛在呐喊：“是！”永远的“冰雕连”用冰

晶的“长城”庄严宣告：“是！”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渡江地”卧

碑前，我们静静地伫立着，心中充满了对先烈

们的敬仰之情。没有言语，只有默默地缅怀。

随后，我们缓缓向江桥南面遥望，一步一步走

到桥中心“国界线”三字处，仿佛穿越时空，亲

身感受着当年志愿军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豪迈气概。那一刻，我们仿佛

看到了志愿军战士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的

身影，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无畏，为了

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们不惜牺牲一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这支由华东野

战军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机关各一部合并组

建的英雄部队，1950年11月1日，改称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九兵团。11月7日，他们肩负着祖

国和人民的期望，从临江入朝作战，随即发动

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东西两大重拳出

击。西边，38军、39军等6个军与美国第八集

团军展开激烈战斗；东边，九兵团独自挑起东

线重担，在长津湖以3个军的兵力与以美陆战

1师为首的“联合国军”狭路相逢。九兵团跨过

临江鸭绿江大桥，标志着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正式拉开序幕。20军守在长津湖西边，27军守

住长津湖北和东北边，他们紧密配合，与敌人

展开了殊死搏斗。20军主打美军陆战1师的

两个团，27军则专门冲着美军第7师的31步兵

团而去。

美7师31团，这个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老牌部队，因与苏俄交过手而获得“北极熊

团”的称号。然而，在长津湖战场上，27军的战

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英勇

的战斗精神，一口气将这头“北极熊”全歼。这

是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地全歼美军一个团

的辉煌战例，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而20军两度突击炸毁水

门桥，成功阻挡了美军的退路，将他们拖到了

最后时刻。长津湖战役，一举扭转了战场态

势，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拐点。在这场战

役中，志愿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

是爱国主义精神，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对手是块硬骨头，可咱是啥牙口？

钢！钢！钢！”这句豪迈的话语，正是志愿军战

士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气

候条件下，穿着单薄的衣裳，忍受着饥饿和寒

冷，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

用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创造了近代战争

史上的奇迹。

1950年12月24日，美国第10军从兴南港

乘船狼狈离去，宣告长津湖战役落下帷幕。美

军在逃跑的路上，过了一个耸肩摇头无奈的

“圣诞节”。而志愿军九兵团，却在这场战役中

创造了不朽的传奇。他们的英勇事迹，让世界

各国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看法，让新中国赢得

了全世界的尊重。

九兵团从临江江桥入朝是保密的，他们分

批过江，可谓是“兵衔枚、马勒口”，没有“打过长

江去”时的澎湃浩荡和大张旗鼓，而是像飞毛腿

般的急行军。一过江，他们就沿着半山腰间的

铁道线往东赶再向南，直扑长津湖。他们深知，

这场战斗的胜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尊

严，因此，他们必须争分夺秒，抢占先机。

九兵团的主力10万人大军从临江江桥和

浮桥秘密过江，另5万人从西线过江。由于战

事紧张，志愿军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

下，就紧急奔赴前线。他们来不及带上足够的

棉衣、棉鞋和粮食，便毅然踏上了征程。长津

湖地区位于朝鲜东北部，濒临鸭绿江对面中

国一侧的临江七道沟和长白八道沟区域，与临

江市直线距离120公里。那一年的冬天，雪来

得晚，干巴巴地冷。临江的家家户户，每天都

提心吊胆地度日，成天听着朝鲜厚仓郡那边传

来的爆炸声，晚上则是红光一闪一闪。他们知

道，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前方浴血奋战，为了保

卫祖国和人民，他们不惜牺牲一切。

志愿军住进了临江东二道河夹芯子村，纪

德顺家迎来了一队如孩子般年龄的志愿军文

工团。拉弦的、打竹板的、练唱的，十四五个人

聚在一起，青春的朝气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格外耀眼。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给设在村里

的后方医院伤员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掌声和

笑声在村子里回荡，暂时驱散了战争的阴霾。

可欢乐总是短暂的，很快文工团要上前线

了。一个小姑娘团员，眼里闪着泪光，从背着

的被子里小心翼翼地把棉花摘出来包好留下，

声音带着哭腔却又无比坚定：“过江到了朝鲜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我想把这份温暖留下

来，留在祖国。”她的话语，像一把重锤，敲在每

一个村民的心上。这队孩子走了以后，就再也

没有了音讯，据说都牺牲在了美机的炸弹下。

但他们留下的歌声和笑脸，却永远刻在了临江

人的心中，那是他们用生命诉说的无悔誓言。

临江人，至死都不会忘记这些为了祖国和人民

奉献一切的孩子们。

浴血战勤桥浴血战勤桥，，军民的深情军民的深情

长津湖，静静地躺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东部赴战岭山脉的长津江中，长津江自南

向北，穿过盖马高原中部，汇入鸭绿江上游，而

它的河口不远处，便是志愿军过江的临江江

桥。地理上的紧密相连，让临江与长津湖在战

火中紧紧相依。

盖马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西线的物

资难以运达长津湖地区，即便运上来的，也大

多只有弹药。于是，七道沟、八道沟、十二道沟

等中国一侧的村庄，毅然肩负起了长津湖战役

的后方供应和食品补给的重任。

那些日子里，临江的各个村庄白日里忙碌

地准备军粮，夜晚则趁着月色运送军需物资。

人们肩挑背扛，往返于鸭绿江两岸，心中只有

一个信念：支援志愿军，保卫祖国！从临江过

江的九兵团，秘密驻扎在对岸朝鲜，部队人员

迅速到位，可物资却严重匮乏，战士们急需棉

衣、棉鞋和粮食。隔江相望的临江百姓们，纷

纷行动起来，将家里的厚衣服找出来，妇女们

更是日夜赶制棉鞋，想尽一切办法送过鸭绿

江，哪怕只能解决一点问题，也要尽最大努力

为战士们雪中送炭。

临江长白一带，鸭绿江边气候宜人，早些

年闯关东的人们在此开荒种地，打下的粮食除

了交公，大多因交通不便储存在仓房，也养成

了家家户户养猪的习惯。1950年的冬天，整个

临江都为了支援前线而忙碌。村民们把堆满

仓房的粮食磨成面，摊煎饼、贴饼子、做炒面；

将一块块冻好的猪肉，交给战勤大队送往朝鲜

战场。

林子头后堡子村村民张兴元，是第一批赴

朝战勤民工队的大队长。1950年12月10日夜

里，他们在朝鲜三浦里小东沟山里，遇到了志

愿军的军需车队。一辆汽车在窄窄的山道上

抛锚，堵住了后面30多辆满载军需的军车。好

不容易车子修好了，水箱却结了冰，用火烤才

能解冻，可火光又会引来美机轰炸扫射。

千钧一发之际，张兴元挺身而出，一边镇

定地让军车司机大胆生火烤水箱，一边迅速招

呼13位民工队员，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围在车头

周围，再盖上苫布，遮挡火光。刚生起火，一点

微光就引来了敌机的机枪扫射，紧要关头，张

兴元低声怒吼：“谁也不要动！再挨紧点儿，别

露出一丁点儿光！”14个壮汉，就像一堵坚实的

人墙，将车头围得密不透风。敌机盘旋许久，

始终找不到目标，只能无奈飞走。他们不仅保

护了这辆汽车，更让30多辆军车安然无恙。临

江战勤民工队，凭借着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

念，被志愿军后勤部第一分部赞誉为“打不垮、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队。

红火边城霞红火边城霞，，永恒的赞歌永恒的赞歌

临江，这座在战火中淬炼的边城，它是杨

靖宇将军挥洒热血的战场，是陈云同志运筹帷

幄的地方，是志愿军英勇出征的起点，是长津

湖战役坚实的后援大后方。它承载着太多的

红色记忆，是当之无愧最可爱、最让人肃然起

敬的边城。

作家魏巍赞颂过那些“最可爱的人”，如

今，我们沿着G331国道来到临江，就是为了传

承这份敬意，感谢和敬仰这座孕育了无数英雄

的城市。在研学与行走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只

有轻松愉悦，更需要在沉静中去感悟历史的厚

重。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内心

的信仰。当我们被临江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

眶时，才真正体会到这份信仰源于对先辈们无

私奉献的敬仰，源于对伟大精神的传承。

临江的山，巍峨壮丽；临江的水，甘甜清

冽；临江的朝霞，热烈似火；临江的人民，善良

淳朴。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懂得回顾历史是为

了更好地前行，知晓先辈的奋斗是为了后世的

安宁。

临江城，恰似一首韵味无穷的《临江仙》，

格律平韵间，上下两阕分别书写着不同的故

事：上阕是波澜壮阔的红色篇章，记录着“三

地”岁月里，先辈们挽救苍生、挺身而出的英勇

事迹；下阕则是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临江作为

国道G331上的重要一站，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

客，续写着新的传奇。

当我们告别临江鸭绿江的国界江桥时，车

子缓缓前行，每一步都饱含着不舍。这座城，

这段历史，早已深深烙印在我们心间。临江，

这座功勋之城，是鸭绿江滋养出的耀眼明珠，

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恒闪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民族的伟大复

兴，奋勇前行！可谓：流火岁月，临江永恒！

（本版党史顾问：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
室 孙太志）

本版图片由本版图片由 曾红雨曾红雨 拍摄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