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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远从 1942 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到随部北渡长江编入新四军第一纵队，再到
北撤山东，3年解放战争吴非远历经大小12次
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正当他所在的三野九兵团
20 军 60 师 179 团紧张地进行渡海登陆作战准
备时，朝鲜半岛烽火突燃。吴非远所在的江南部
队紧急乘火车秘密北上，准备出国参战。

为抓住战机，入朝十分仓促，后勤补给严重
不足。当时担任营副教导员的吴非远记得，1950
年11月7日，吴非远所在部队进入朝鲜。入朝第
一周，部队就遭遇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一进
朝鲜，漫天冰雪，浑身发抖。”他回忆说，南方部
队没有御寒准备，后勤供应也极为不足，快速赶
赴前线迎击美军路上，连盐都断了。

吴非远一行所面对的，是前所未遇的强大敌
人。吴非远回忆道，美军使用的都是坦克、汽车，而
吴非远军队仍然还是用解放战争发明的“土办
法”，爆破手们背着炸药包冲向敌坦克，爆破英雄
以前赴后继的牺牲，拼着命把敌军打乱了。

不过在抗美援朝中，强大的敌人不仅是“联

合国军”，还有盖马高原的酷寒。待命中饥寒交迫，
许多战友被冻死冻伤。手伸到衣服里取暖，拿出来
就冻在枪机上。对那时的寒冷，吴老记忆犹新：“那
时也没有温度计，我记得打退了美国兵出来小便，
裤子三个扣子没扣好，小便就变成冰了”。当时，吴
非远所在营冻死冻伤非常多。他没有发到棉鞋，幸
好有一双毛线袜子救了腿，有的战友则没有这么
幸运。露天的风雪中，一坐下去睡着了就再也不会
醒来。吴老说，冻死的战友坐着像一尊菩萨，脸色
红润，眉毛胡子上都是冰棱，不少指战员就这样永
远定格在异国山上。

打完第二次战役，部队休整补充后，吴非远一
行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奔赴前线时，吴非远明显
感到美军飞机已经不像入朝初期猖狂，年轻的中
国空军让美机收敛了很多。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我们下
午主动发起进攻，起初很顺利，向南突破了南朝鲜
军防线，天亮抓到了很多俘虏，但开始四五天一个
美国兵都没看到。”已经望见汉江时，还没有遇上
美军。吴非远说，美国人的战术是以南朝鲜当炮灰

拼消耗。志愿军补给只能靠自己背，“一人一个米
袋五斤米”，他在胸前做了一个斜挎的动作，由于
后勤补给困难，经过连续两个阶段战斗后部队开
始北撤，这时美军紧紧追了上来。

“为掩护我军有序转移，一部分部队要断后掩
护，179团就是其中之一。”一天换一个阵地，几乎
天天有阻击战，补给却越来越困难，到了实在无法
坚持时，吴非远和战友们含泪杀掉了一匹跌伤的
战马当粮食。“吃了马肉后，还得饿肚子”，吴非远
所在营还被赋予了坚守山阳里3天的艰巨任务。

傍晚赶到山阳里，吴非远一行抢占一处公
路边的山头抢修工事，扼守敌军必经之地。修完
工事，吴非远等 4 位营级干部在掩体里抽起旧
报纸卷豆叶子的“香烟”，营参谋长吴通江还用
破嗓子唱起了越剧，“现在打仗时刻准备牺牲，
能开心就开心”。这一战，4人确实九死一生。

头两天，吴非远一行灵活机动，敌飞机坦克大
炮轰击，指战员就进入掩体隐蔽。待敌轰够了，飞
机一走，大炮一停，吴非远一行立即进入战壕等敌
上来。在吴非远看来，美国人只是炮火厉害，步兵

不行，头两天我军都较为轻松打退了美军。
第三天，美军发起了猛烈攻击，一支又一支

预备队填进战线。“守 3 天是硬任务，不准撤
退。”当天下午，攻击达到最高潮，营长张宝坤手
边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排。这时，通信员冒着敌火
力跑来报告，前沿已在拼刺刀。张宝坤命令把

“所有能炸的武器”交给预备队，和敌人做最后
一搏，又下令营部通信班只留 3 人，其他和预备
队一起反击。

“我们4个营干把枪拿出来一起冲，阵地不能
丢！那时我们都有思想准备，准备牺牲、准备回不
来。”吴非远说，我军最后预备队冲上阵地的气势
压倒了敌人，敌人逃下山时，勇士们就将炸药包、
爆破筒、手雷往下抛，消灭了这股敌人。

1952 年 10 月，吴非远所在的军队奉命调防
回国。“我们这支部队在朝鲜整整打了两年仗。在
朝鲜战场，我国付出的代价、作出的牺牲是很大
的，但我国取得的胜利也是辉煌的。”吴非远自豪
地说道。

身经百战 目睹战友长眠冰雪中

吴非远：百战沙场碎铁衣 烽烟不止誓不归

▢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文/图

四月天，江南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小雨，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凉意。而这样的天

气，总是让96岁的吴非远难免有些伤感，他时不时会想起71年前，与其并肩作

战的战友。在抗美援朝战役中，衣着单薄的中国军人从长津湖周边，发起了令美

陆战1师胆寒的进攻。许多战友还没能发起冲击，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里，在

阵地上化作了冰雕。

吴非远，浙江义乌人，江苏省军区南京第22干休所离休干部。1926年10月

出生，1942年8月入伍，1944年10月入党，1986年11月离休。曾任原南京军区政

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副部长，原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师职专职委员兼

办公室主任。曾参加泰安、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滕县、豫东、淮海、渡江、

上海等战役战斗，抗美援朝第二、第五次战役。

1926年10月6日，吴非远出生于一个贫苦
农民的家庭，因其是长子长孙，尽管家境并不
好，仍然从小就受到父母、祖父母的宠爱，在吃、
穿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顾。

“父母看我身体太瘦弱，长大后种不了田，
总想让我读点书，识几个字，将来可外出到商店
当个学徒，伙计，谋个饭碗。”吴非远回忆道，记得
三年级时，村中的椒峰小学因经费困难停办。父
亲就送他离本村五里之外的金华县付村的育德
小学去读，让他寄住在堂舅舅家。可吴非远心中
极不乐意，觉得这种日子过得很不自在，一心想
着回家，每到星期日回家后，就不再想去上学。

1938 年，吴非远所在的吴店村里，秘密共
产党员吴璋出面办起了一所“战时民众学校”，
学校就在珍十九公祠内。他聘请了秘密共产党

员方城顺和他的夫人杨静娟来当老师。当时，吴非
远的父亲对吴樟办学校的事很热心，他配合吴璋
做好物资保障的工作。“我父亲联络了几个热心办
学的农民一同把屋宅打扫好，又去原椒峰小学所
在地把课桌搬过来一部分，仅仅几天，小学就开学
了。”吴非远说。

在教学中，老师始终坚持紧密联系抗日救国
的实际进行讲课。《战时读本》本来就是讲抗战内
容的，语文老师方城顺上课之余还经常教学生唱
抗战歌曲，办起了夜间民众读报社。“我时常跟随
父亲去听读报又参加歌唱队活动。”吴非远说，自
村里“战时民众小学”办起来后，原来闭塞的吴店
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热潮。在老师
宣传教育之下，吴非远幼小的心灵中也从此种下
了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种子”。

从小埋下抗日救国的“种子”

1942年6月，同学吴挺找到吴非远，告诉他
地下共产党正在筹建一支抗日游击队，希望他
能去参加。吴非远听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吴非
远最初担任的是交通联络工作，平时就在家里
住着，等有任务再外出执行。

“交通联络工作的事，我起初没有告诉父
母，怕他们有顾虑，为我担心。”吴非远说，他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执行任务是送一张条子给
杨村的杨希贤先生。杨村离吴店约有 7.5 公
里。这天，吴非远吃过中饭就动身，装作走亲
戚样子，把这张小条子缠在衣缝里，以防途中
遇上打劫。在沦陷初期，无政府状态，拦路打
劫之事常有发生，不得不防。幸运的是，第一
次执行任务很顺利。此后，吴非远的任务越来
越多。

为牵制日军兵力，发展抗日武装，1943 年
12月，在诸暨黄家店（今萃溪乡）成立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
萧支队），吴非远便是金萧支队的其中一员。

金萧支队建立之后，吴非远和战友的活动
地域主要在诸暨、义乌、东阳交界处的山区。“可
这一带敌伪顽势力相当强，尤其是这三股反动
武装互相勾结，共同来对付我们，他们企图趁我
们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消灭我们。”吴非远回忆
道，那时金萧支队在成立后的四个月里，连遭他

们三次偷袭，损失不小。
然而金萧支队领导面对强敌，毫不示弱，一

面坚持继续与敌开展军事斗争，一面又与他们
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与金萧支队合作共同抗
击日寇和伪军，为抗战胜利打下基础。为此，金
萧支队在 1944 年 3 月，两次派人持公函去他们
驻地联系，表示金萧支队不计前嫌，以抗日救国
大业为重。

据吴非远回忆，政工队里就先后派出过二人
去当“信使”，两人都一去再未回来。吴非远也曾被
派出去当过一次“信使”，不过他不是去他们驻地
联系，而是去诸暨县政府，给县长祝更生送一封公
函，公函上主要说金萧支队行军当晚要从他们住
的村庄旁经过，请准予通行，不要发生误会。此时
的诸暨县政府，自诸暨沦陷后，由县长带领在农村
里流动打游击，除县政府工作人员外还有一支武
装队伍和警察。

那时吴非远才17岁，饱含一腔革命热情，身
着农民服装，一路上非常谨慎。结果，吴非远这次
的“信使”工作非常顺利，顺利把祝更生的回信交
给杨思一和蔡群帆。“到诸暨县政府部队防区若遇
有问题，由我出来解释。”吴非远申请带队，尖兵班
十几个人，在吴非远带领下，离开部队100多米冲
锋在前。当晚，金萧支队非常顺利经过诸暨县政府
部队防区。

从交通联络员到金萧支队当“信使”

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吴非远任连
队指导员的照片。

1952年春节，吴非远在朝鲜战场坑道口与战友一起合影留念。

1949年解放上海后，吴非远所在连驻龙华机场担任警备任务。图为四位连
干部，自左至右为政治指导员吴非远，副连长罗福生，连长吴通江，副政指陈浩。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照。

抗美援朝期间，吴非远与朝鲜小
姑娘们合影。

吴非远（中）和两个战友的合影，惋
惜的是二位战友都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