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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回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烽火岁月
◎刘剑侠

穿越百年的记忆：

在潍坊怀念19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埃里克·利迪尔
◎刘晓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原潍北独立营1连所在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原潍北独立营2连所在
的16军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在异国他乡
血与火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其战斗经历令人
震撼和感动。
  我的父亲刘维布是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据
他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17军49师146团看护排担任二班长，正在贵州普
定参加剿匪战斗。当他们听到战火已烧到鸭绿江
边，严重威胁到我国安全时，纷纷要求上战场保家
卫国。17军146团在军内被称为“能打善攻英雄团”。
上级命令，将17军146团整建制调入16军，改番号16
军141团，立马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部队从贵州开拔至吉林辑安（今集安市），部
队发了皮大衣、皮帽子等，卫生序列的官兵还新配
了十字挎包和战场急救物品，经五天五夜急行军，
部队到达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高山面。
  行军途中，部队遭到敌机狂轰滥炸，按照上级
指示，飞机来了原地不动，飞机走了继续行军。行
军路过黄草岭时，发现到处是敌军丢弃的罐头盒、
宣传画等。公路两侧是深至5米多、直径8米多的炸
弹坑，还有一些未响的哑弹和飞机残骸。在公路左
边的山岗处，有一片掩埋牺牲的志愿军的烈士墓
地，每个坟头上都插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烈士部
队的番号和烈士名字及烈士家庭地址等。见此情
形，父亲和战友们悲愤填膺，誓要为牺牲的战友们
报仇！
  朝鲜原始森林很多，且都是参天大树，远远望
去，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十分壮观。部队进入林区
必须带上指北针，否则就会迷失方向。部队到达驻
地后，首先在大山脚下深挖防空洞，敌机来了警报
器一响，部队便立即进入防空洞，一天要进出十余
次之多。为尽快挖好防空洞，官兵们30人一组，白黑
轮战，用钢钎钻眼儿，放炸药引爆，使石头一块一
块的被炸掉。刚开始时因技术不熟，每天进度才几
十公分，后来技术逐步熟练，每天进度达5米左右，
大家在打坑道中笑着说：“愚公能移山，我们也能
开通大深山！”每个防空洞可容纳100多人，使防空
安全有了保障。此外，在大山深处的密林中，部队
官兵还要自己学着盖新房，上山伐树，搬石垒墙搭
屋顶，一栋栋“新式建筑”在朝鲜山沟里壮观树立。
  当时，我军伤员大多是被飞机炸弹炸伤和被
敌机扫射受枪伤，还有一些病员是来自感冒、肺结
核和冻伤。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经常出现零下20
至50度的天气，有的战士脸冻肿了，有的脚冻坏了。
部队配备樟脑膏和防冻油膏等，但收效甚微，便采
取我们潍坊当地土法——— 用雪洗手、搓脸等，效果
不错。最不适应的是南方兵，他们未尝过严寒的滋
味，这对他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52年春天，父亲所在部队驻防朝鲜咸兴北道
高山面，敌军十分嚣张，派飞机轮番轰炸驻地。志
愿军官兵戴着松枝树叶帽，伐树盖屋，建工事打山
洞，生活十分艰苦。由于战士们劳动强度大，每人
每天定量一斤大米做米饭仍吃不饱，不时听到战
友们说饿。父亲刘维布便与军医丁翌及医助马留
成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到朝鲜当地的田野里，去
复收当地农民秋收后落在地里的土豆。大家发扬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
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据潍北独立营老战士张思兴（原潍北独立营2
连班长、经济区前岭村人）回忆：入朝前他所在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141团警卫连以班为单位，把

潍北独立营官兵充实到各个连队，他由团武工队
班长调至高炮营高射机枪连担任四班长。1951年
冬，16军141团高射机枪连驻朝鲜东部东海岸丁萍
一带，部队经常受到敌机骚扰。当时，部队首长把
警卫连副连长牛发年迅疾调至141团高射机枪连，
由其直接指挥用高射机枪打敌机。
  牛发年是潍北牛家朱马村人，作战机智勇敢，
在战场上多次立功。他是张思兴的老上级，硬是请
求首长把在团警卫连担任班长的张思兴也调至高
射机枪连，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然后又从各连挑
选10名枪法好的战士组建高射机枪连4班，并任命
张思兴为班长。从此，张思兴就一步不离地跟着牛
发年，经常为其出谋划策。有一天，张思兴突然听
到上级首长在电话里对牛发年大吼：“牛发年，你
必须给我狠狠地打掉那些美帝的飞机！”牛发年立
即集合全连官兵，先是让张思兴谈谈自己多年的
射击经验和这次打击敌机的建议。然后，牛发年进
行周密布署，接着便命令高射机枪连立即进入阵
地，隐蔽待命！不多时就听到一阵敌机声由远而
近。牛发年把手枪一挥大声吼道：“给我狠狠打！”
他话音刚落，几十挺高射机枪吐着愤怒的火舌，一
齐向敌机狠狠开火，随着一阵“哒哒哒”的狂叫声，
有两架美国飞机尾巴上冒着黑烟一头栽到了阵地
前面的沙滩上，还有一架美军雇佣的土耳其飞机
晃晃悠悠地向东海边的一艘美国军舰飞去。其它
飞机见状，纷纷折回逃跑。
  此战大胜，经战后认定：2班高射机枪手田云
宝在二班长胡之雨配合下，打掉美机两架，3班高
射机枪手郑门孔打伤土耳其飞机一架。捷报传至
团部，团部立即下达嘉奖命令：给予田云宝记二
等功一次，给予郑门孔记三等功一次，给高射机
枪连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并正式任命牛发年为高
射机枪连连长，牛发年高兴地称赞张思兴参谋助
手当得好。
  潍北独立营老战士高德润，寒亭区高里街道
高家朱马村人。据其回忆，1950年，他所在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27军参加长津湖战役，他当时是27军79师
237团2营卫生班的卫生员，也随军参战，战役打得
异常惨烈。天上有敌机对地面狂轰滥炸，地面上有
坦克大炮火力强攻，敌人的地面部队跟随向前推
进。“隆隆”的炮火声和“哒哒”的机枪声不绝于耳。
高德润这个1948年入党的潍北独立营老战士，以潍
坊人特有的顽强和勇敢，不顾一切地随战友们冲
到了阵地的最前沿。在战役最激烈的时刻，他看到
一个个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
仇恨。他从硝烟中抢救出一个又一个负伤的战友，
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全。负伤战友的鲜血染红
了他的衣服，呼啸的子弹从他身边“嗖嗖”飞过，他
全然不顾，在此战中抢救伤员8名，最后他本人也受
伤，晕厥过去，后来被战友们抬下阵地。此战后，高
德润立三等功一次，待志愿军凯旋之时，他已是一
名助理军医。
  潍北独立营老战士郭辰光，1929年生于寒亭区
高里街道碱滩村，自少年时期就怀有报国之志。
1946年，郭辰光毅然参加潍北独立营，从此走上了
战场。由于他作战勇敢，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高
度评价。不久，郭辰光被选拔为空3师飞行员，赴朝
作战。在历次战斗中，他曾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
各1次。1951年11月，在朝鲜战场的一次空战中，面
对敌人成群的飞机，郭辰光毫不畏惧，勇敢迎敌。
他驾驶僚机掩护长机，一次次地向美军飞机发起
猛烈进攻，使美机驾驶员极为恐惧。此时，突然有4

架美军战斗机从背后向他们偷偷扑来，郭辰光发觉
后，挺身保护长机，开足马力只身闯入美军飞机编
队群内，他向美机连连开火，很快打乱了美机的偷
袭计划，使美机一时方寸大乱，最后竟疯狂地咬住
郭辰光驾驶的飞机，轮番进攻，使郭辰光驾驶的飞
机多处受伤。此时，郭辰光已完全将生命置之度
外，他驾驶受伤严重的飞机，对准美机全速冲去，
并大声告诉长机：“坚决干！后面有我！”然后向敌
机猛烈射击，连续把两架敌机击落。郭辰光最后壮
烈牺牲。战后 ，郭辰光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
称号。
  战争胜利后，郭辰光的战友们一直铭记这位
战斗英雄。郭辰光的一位老战友在回忆录中曾这
样写道：长机魏双禄与僚机郭辰光双机配合打空
战。在激战中，僚机中弹起火！就在这个时候，两
架敌机向长机魏双禄发起攻击。当此千钧一发之
际，僚机郭辰光不顾自身安危，驾驶着火的飞机
冲向敌机。尽管自己已经被大火烧屁股了，他却
还能冷静地瞄准、射击，一举击落敌机两架，使长
机脱险。他自己却丧失了跳伞的时机，和着火的
战机同归于尽！而被郭辰光营救的魏双禄一直悲
痛万分！降落后，他告诉领导和同志们：“辰光同
志是为我而死的！他是用他的死来换取我的生！”
为了报答舍己救人的亲密战友，他向组织上提出
请求，改姓名为郭辰光。他要用这个名字去建功
立业，用这个名字去尽忠尽孝，以告慰最亲密战
友的在天之灵！
  刘国芳，原名刘万山，寒亭区高里街道戈翟村
人。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80师400团的一位侦
察兵，在长津湖战役中跟随排长到敌方侦察，路上
历经千难万险，一支30多人的侦察排最后仅剩他和
一位战友归队。据其回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
部队首长见他机智灵活，就安排他到侦察排担任侦
察班长。在长津湖战役期间，有一次夜间，侦察排
行至一个刚刚经历过战斗的地区，发现河里漂浮着
很多我军牺牲的战士的遗体和美军尸体。此时，首
长们急需前方的侦察情报，时间紧急，排长只好命
令侦察员们踏着尸体强行过河，很不忍心。待完成
侦察任务后，刘万山急忙帮着收容部队扛抬尸体，
有人嫌美国大兵个子大太沉重不愿扛，刘万山却专
挑个大体重的美国大兵尸体扛至肩上轻轻安放，充
分体现出志愿军人道主义精神，受到部队首长表
扬。还有一次令刘万山难忘的侦察行动，侦察排出
发时排长带领着30多人，可路上却遭美机追着炸，
走着走着就不见后边的战友了，后来排长也不见
了，最后仅剩刘万山和一位战友，他们还是按时完
成了侦察任务，受到部队嘉奖，他还被提拔为侦察
排长。之后，部队首长给刘万山改名刘国芳，意为
祖国强盛壮大！
  1952年3月，父亲刘维布所在的16军141团奉
命从朝鲜战场回国内进行装备改装。之后，父亲所
在部队先后奉命开拔至辽宁庄河、新金（今大连市
普兰店区一带）等地驻防。此时父亲主动向首长请
缨，要求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 9 5 3年春节黎明时
分，正当各家各户放鞭炮吃饺子过春节的时候，父
亲所在部队又雄赳赳气昂昂地由安东（今辽宁省
丹东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继续与敌人
作战。
  父亲回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朝
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争结束，部队回国
时 ，朝 鲜 老 乡 含 泪 相 送 ，令 志 愿 军 官 兵 终 生
难忘。

  古人铸鼎，造青铜器，往往记录大事、铭刻约定、纪念某
人，都有一定缘起。
  西周晚期，毛公铸鼎，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
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
祸，并赐给他大量车马等。毛公为感谢周王、永记此事，特铸
鼎记录。清末书法家李瑞清题跋鼎时曾说：“毛公鼎为周庙
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
书》也。”
  毛公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
公斤，清代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重器，鼎内壁铸有铭
文，铭文32行、近500字，为目前所知青铜器铭文中最多者，
内容叙事完整，记载翔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
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因为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毛公鼎成为收藏家猎取
的对象，其流传过程曲折，堪称传奇，耐人寻味。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农民董春生
从地里挖出。几经周折，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
手。咸丰二年（1852年），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
年手中购得，深藏于密室。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
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端方被革命军所杀，
毛公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经过叶恭绰、叶公超、陈永仁等收藏者的拼死保护，和
日寇斗智斗勇，毛公鼎才没有落入日寇之手。1946年，陈永
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博物
馆。1948年，毛公鼎随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毛公鼎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毛公是周宣王的叔父，在
他的辅佐下，周宣王成功使得混乱的王室复兴。鼎为直耳，
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
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
活的代表作品。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匀实劲健，
疏密有度，气象雄浑。
  潍坊市博物馆的清拓陈介祺藏西周毛公鼎图，纸本质
地，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精拓毛公鼎的全形拓，并对铭文
形成靴形拓。因为铭文在鼎的壁部和底部，是有弧度的，分
开两块看就是靴子形。
  陈介祺（1813—1884年），山东潍坊人，清代金石学家，精
鉴赏，尤擅墨拓技艺。陈介祺的一生收藏宏富，所藏钟鼎彝
器金石为近代之冠，且被称为“所藏无赝品”。他极度重视传
拓，在难度最高的全形拓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他摈弃整纸
拓，独创分纸拓，监制的全形拓享有盛誉。
  感于此重器无与伦比的价值，一向乐于分享的陈介祺
在保有毛公鼎期间十分吝惜：“唯此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
金购其打本，亦不能得。”不仅不让别人看重器，酬金少了也
不给拓印。当年好友吴大澂索拓，照付白银百两。陈介祺监
制的拓本数量非常稀少，且其质量之佳，也获得学界一致肯
定。王国维称：“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新拓此鼎皆不佳，惟陈
氏拓最精。”
  陈介祺这幅拓本之精，首先源于铭文上纸的处理。鼎腹
上纸极难，因腹有弧度，上纸易起褶，字易在褶皱处，毛公鼎
尤为如此。为此，陈介祺分左右侧先后上纸，且在拓纸四边
剪多道剪口。初时，每侧尚需分成上下两段，后来随着技艺
的提高，改进为单侧整纸，成品即后世所称的“四纸本”“二
纸本”。此拓本实为经过拼接的“四纸本”，但拼接手法极高，
了无痕迹，并且无一重复字体，墨色统一，极难分辨，是为毛
公鼎铭文拓本技法顶峰者。
  此毛公鼎器形拓本构图协调，透视效果极佳。在古人无
明确透视理念的背景下，可见陈介祺更注重测量的精准性，
拓印完全靠眼力，目测尺寸，记好上中下高低，拐弯处以横
丝夹木板中，模仿器物状态，再向前一倾见口，即得器之阴
阳，完美呈现了一件通体大鼎。
  用墨上，通幅施以厚墨，恰当表现出锈迹斑驳带来的历
史厚重感。最值得称道的是鼎腹、花纹、口、耳、耳穿、足部等
局部阴阳浓淡墨的综合运用，使腹、耳、足等立体感极强。
  周宣王即位之初，正当内忧外患，为了振兴朝政，请叔
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要求毛公勤勉无
私，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颁赠厚赐。毛公因而
铸鼎记述周宣王的训导和奖赏，将鼎传示子孙后人。
  在铭文中，周王称颂了文王和武王德行英明，表达了初
登王位重任在肩、诚惶诚恐的焦虑。其间有授命、告诫、劝
勉、赏赐，充满对毛公的信赖和厚望。
  周宣王要求毛公，要发挥智慧，协调上下，考核官吏，惠
助于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能倦怠苟安。一定使四方诸
国安定，不负先王的重托！
  周宣王推心置腹地说：毛公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
令，命令你做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你不要荒
怠政事，不要辜负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好好教导你
的僚属，不能酗酒。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要以先王树立
的典型为表率，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从这铭文里，可以领会，周宣王给予毛公多么重大的期
待，可以说托付了整个国家，这是王的叮嘱。青铜记文，昭告
天下，是周宣王对授权毛公辅佐治理天下的承认，也是毛公
表示夜不能寐、不可倏忽懈怠的誓言！

重器铭君言
——— 清拓陈介祺藏西周毛公鼎图

◎崔斌

清
拓
陈
介
祺
藏
西
周
毛
公
鼎
图 

︵
资
料
图
片
︶

  在潍坊虞河南岸矗立着一座铜像和一座纪
念碑，它们是为了纪念在潍坊逝去的1924年巴黎
奥运会冠军——— 埃里克·利迪尔（Eric L idde l l），
他的中文名叫李爱锐。1942年，这位400米短跑冠
军、英国著名运动员被关押于潍县西方侨民集中
营，1945年病逝于集中营。今年5月，李爱锐巴黎
奥运夺冠100周年纪念招待会在英国驻中国大使
馆官邸举行 ，潍坊市作为中国唯一受邀城市参
加。巴黎奥运百幅图片展中有获得400米冠军的
埃里克·利迪尔的照片，他的精神也一直留存在
潍坊。
  埃里克·利迪尔的父母是苏格兰人，后移居
中国。埃里克·利迪尔于1902年出生在天津，后就
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22
岁的埃里克·利迪尔以47 . 6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
400米短跑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为英国赢
得了奥运金牌。正值体坛生涯巅峰时期的他，还
是决定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在天津当了一名中
学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和众多侨民一起
被关进了集中营，但这并没有让他屈服。他积极
发挥自身专长，带领孩子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还编写各类教材，带领孩子们坚持学习并进行体
育锻炼。他告诉孩子们：“我们一定会从这里走出
去，你们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习、生活，有自

己美好的未来。”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亲切地称他
为“飞毛腿叔叔”。
  1945年2月21日，埃里克·利迪尔因患有脑瘤
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逝在集中营内，年仅43岁。
其实他是有机会离开集中营的，日本方面提出与

英美等国交换战俘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将他的
名字列入了首批名单之中，但他却把生的机会留
给了集中营内的一个孩子。英国人直到战后才获
悉埃里克·利迪尔病逝的消息，《泰晤士报》写到：
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中的每一
个时刻，都让大家以他为荣。
  埃里克·利迪尔在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的事
迹，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他的精神和力量穿越时
空，给人启迪。基于他感人的真实故事，1981年诞
生了迄今为止唯一荣获4项奥斯卡大奖的体育类
电影———《烈火战车》。在2012年英国伦敦夏季奥
运会上，播放了《烈火战车》的电影片段——— 埃里
克·利迪尔和队友们奔跑于海边。2016年，以埃里
克·利迪尔的故事为主题的电影《终极胜利》正式
上映并亮相戛纳电影节。
  英国爱丁堡大学曾为他举办多次纪念活动，
中国香港设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1991年，
经山东省政府特批，潍坊第二中学（今潍坊广文
中学）设立了利迪尔花园和纪念碑。纪念碑由产
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
中英文碑文，正面的中文碑文是：“他们应可振翅
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
言疲劳。”2015年8月17日，潍县集中营解放70周年
纪念活动举行，埃里克·利迪尔的两个女儿为利
迪尔铜像揭幕。
  世界上爱好和平、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们永远
不会忘记埃里克·利迪尔。他的内心坚守和实践
着他朴素的信仰，追求生命的意义。
  1 9 2 4年，巴黎奥运会首次引入“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埃里克·利迪尔身上所体
现的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和面对艰难困苦而
乐观向上的生命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永
远鼓励大家朝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目
标共同努力。

      埃里克·利迪尔（左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