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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50 年 12 月 17 日毛主席致电志愿军
司令部时说：“志愿军九兵团此次在东线
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
战略任务。由于天气寒冷、给氧缺乏及战
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我们对此极
为怀念”。

当时，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已经结束，
第三次战役尚未开始，军委提出让志愿军第
9兵团回国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等部
队恢复元气后，再次入朝参战。对于“回国
休整”的建议，志愿军第 9 兵团广大指战员
经过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在长津湖战役
中，虽然重挫了敌人，但自身损失也不小，战
士们迫切要求再打几个大仗，为牺牲的战友
报仇。在没有把美军赶出去之前，大家是不
甘心回国的。军委了解到志愿军第 9 兵团
的强烈意愿后，取消了让他们回国休整的计
划，同意让他们留在咸兴（朝鲜第二大城市）
地区进行休整。也因为志愿军第 9 兵团打
出了志愿军的军威。他们的存在，对以美军
为首的“联合国军”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震
慑。

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8 日，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对有防御准
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了抗美
援朝第三次战役，经过 7 个昼夜的连续作
战，突破了“联合国军”的三八线防御阵地，
夺占汉城，迫敌退至三七线南北地区，粉碎
了美军司令员麦克阿瑟据守三八线，整军再
战的企图。两次战役仅隔一个星期，进一步
扩大了中朝两国两军的国际影响。

1951年 1月 31日至 4月 21日，抗美援朝
第四次战役打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不甘心失败，作垂死挣扎，稍经整顿补充，即
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对中朝军队发动全
线进攻。此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
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历时 87天，毙伤
俘敌 7.8 万余人，使敌人平均每天前进不到
1.5 公里。中朝军队以空间换取时间，终于
坚持到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4 月 15 日，新
入朝的志愿军第 3兵团、第 19兵团分别进至

“三八线”附近地区完成集结，原先在咸兴地
区休整的第 9兵团也重新进入前线。至 4月
21日，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阻于三八线附

近地区。此时敌军发现志愿军二线兵团
已到达集结地域，便停止进攻，第四次战
役遂告结束，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
利条件。

1951年 4月 22日至 6月 10日，中朝人民
军队为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
权，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对敌进行了第
五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 50 天，双方共投
入 100 万军队，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
战，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
次战役共歼敌 8.2万人。摆脱了中朝军队在
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迫使以美国为首
的“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
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
战谈判。

1951年 4月 22日,中朝联军在东西两线
发起了猛烈的全线反击战，志愿军的主要兵
力和作战重心都放在了美军主力所在的西
线。西线实施主要突击,以 1 个兵团从正面
突击,2个兵团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
分割围歼当面之敌。正面，第 3兵团副司令
员王近山指挥作战；右翼，第 19兵团司令员
杨得志指挥作战；左翼，二爷所在的第 9 兵
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指挥 5个军，迅
速突破“联合国军”防御。

至 23 日 夜 ，第 20、第 27、第 26 军 前 出
15~20公里，进占龙华洞、外药寺洞、白云山
地区，歼灭美军第 24师、南朝鲜军第 60师各
一部。25 日，第 9 兵团占领云岳山、永阳里
地区，各歼敌一部。28 日，第 9 兵团攻占榛
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29
日，“联合国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
以南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中朝人民军队鉴
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主力遂于 29
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整个战线呈西南
向东北斜线态势。中朝人民军队为继续歼
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使其难以抽出兵力
实施侧后登陆，并多歼南朝鲜军以孤立美
军，决定第 3、第 9 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
阶段作战。

5月 16日黄昏，中朝人民军队发起第二
阶段进攻。二爷张德义所在的第 9 兵团第
20军和第 27军、附第 12军及朝鲜人民军第
2、第 3、第 5军团，采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
层层包围、多路钳击的战法，在勿老里至雪
岳山地段实施主要突击。18 日，志愿军第
20军在朝鲜人民军第 5军团的配合下，向被
围于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第 3，第 9 师展开

猛烈攻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于
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6 月 10 日 ，中 朝 人 民 军 队 将“ 联 合 国
军”阻于“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
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第五次战役
遂告结束。

五

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中，二爷
在枪林弹雨的激战中，左臂被炮弹炸伤昏
迷过去，被辗转送往志愿军军部野战医院
接受治疗，由于伤势非常严重，加上当时朝
鲜战场上医疗条件有限，所以二爷被迫转
移回国治疗。回国的路程十分艰难，被战
火摧毁过的几百公里崎岖之路，相伴而行
的全部是就地无法治愈的伤残病号，一路
上不仅物资十分匮乏，还要躲避敌机的狂
轰滥炸，在安保和医护人员的尽力关怀下，
他们终于坐上“闷罐子”火车回到了入朝时
的安东（今丹东）。

回国后，二爷被安排到山西太原荣军医
院接受治疗时，致残的伤口不仅化脓，还长
满了蛆，当时医生果断要求截肢，但二爷坚
决不同意。最后，医生尊重二爷的决定，在
做手术取身上的弹片时，因为麻醉药短缺，
医生用仅有的吗啡代替麻药，二爷强忍着剧
烈的疼痛，经过几小时的手术，终于保住了
一条残废的左臂。后经国家军残机构鉴定
为二等甲级残废，1982年 8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政府颁发了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后来
还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6年 5月二爷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
在山西省太原市食品公司工作，担任分店主
任职务。

为了给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二爷秉持
军人作风，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经过考察调
研在不同的闹市区开设了好几个副食经销
店，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深受总公司领导
的赏识，多次受到表彰奖励。作为领导，想
职工所想、急职工所急，二爷经常帮助困难
职工解决燃眉之急，深得职工群众的拥戴。
几个经销店在二爷的管理下，团结和睦、齐
心协力。二爷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年初岁
末，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年夜饭了，二爷才从
单位完成好工作回到家中。

文革时期，二爷住了 18 个月学习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二爷得到了平反，
平反后的二爷在二奶奶的支持下，重返单
位。在平凡的岗位上，留下了闪光足迹，用
忠诚与奉献诠释了革命军人的精神境界和
人生操守，赢得了职工的信任和拥戴，成为
单位的楷模功臣。

1985 年冬，因工作上常年积劳成疾，二
爷被确诊为胰腺癌，住进了山大一院，经过 8
个多月的与病魔顽强抗争，最终于 1986 年
公历 5 月 17 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 62
周岁。

回 顾 二 爷 在 我 心 中 的 点 滴 ，历 历 在
目。小时候的我，常记得逢年过节时，从省
城回来的二爷，给我们这些娃娃们带回来
稀奇的糕点和水果糖。看着二爷身边放着
的军用包，听着二爷说着和家乡不一样的
话 语 ，我 心 中 的 二 爷 是 那 样 的 神 奇 与 伟
大。印象最深的是，大概在我十多岁的时
候，二爷在我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去十几里
外的小山村看望一位亲戚，一路上，我问了
二爷好多好奇的问题，那次远行给我的少
年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

1986年二爷去世时，我正在离石师范上
学，那时的交通和通信还不发达，家里也没
通知我回去吊唁。等我放假后，得知二爷去
世的消息，内心里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这
么多年来，每当上坟祭祖时节，站在二爷的
坟前感慨万千。二爷的一生是坎坷艰辛的，
尤其是在五年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中血雨腥风，九死一生的经历令人无比动
容。他和无数的先辈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
屹立于东方所做的贡献是伟大的，将永远铭
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斯人已去，有些事无从详细考证，经查
阅相关史料，撰写此文深表缅怀之情，以慰
藉二爷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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