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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從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朝
作戰，到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戰爭結
束，官方記載有130餘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先後輪流參戰
。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
，就是保家鄉……」 至今較少為人了解的是，有一群
從香港回到內地的中學生也曾加入志願軍，在朝鮮戰
場高唱這首《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齊心團結保家
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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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報效祖國的最好時機來到，新中國成立前後
回內地的香港培僑中學學生一起報名參軍，他們之中有近一半先後進
入了部隊，有些還去了朝鮮戰場，有的還在彭德懷身邊工作多年。

大公報根據培僑中學校友通訊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初步了解，在
1949年前後回國的60多位校友中，共有20多位在抗美援朝之前或期間
參軍。大公報與其中8位取得聯繫，已知另有10位逝世。（見附表）

踴躍報名參軍
港生宋香澄寫過的一份回憶文章提到，1950年1月，他回到內地

先在廣州僑聯居住，在廣州一個月之後來到北京，到北京中共中央統
戰部青年訓練班學習，然後又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二部學習， 「朝鮮
戰爭爆發後，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親自歡送我們參加抗美援朝。」

1934年出生的馬振鐸報考抗美援朝軍幹校志願軍入伍時，年齡只
有17歲。他在近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講述，當年學生中報名參軍的人
很多，不過100個人裏大約只有10個人能夠入伍。他是從石家莊高級
步兵學校前往朝鮮戰場的，途中經過北京沒有停留，直接前往 「紅色
東方之城」 安東（今天的遼寧丹東）。當時運輸他們的是老式大悶罐
火車，這種列車類似貨運列車，黑色車廂上方只有幾個很小的窗戶，
上下車只能由梯子進行。

從安東跨過鴨綠江，另一頭連接的是朝鮮邊境城市新義州。 「新
義州有一座鐵路與公路兩用橋與安東連接起來。主橋是鐵路橋，副橋
是公路橋，這裏是美國空軍重點轟炸的地方。」 馬振鐸稱，志願軍把
美國的戰鬥轟炸機稱為 「油挑子」 ，其機翼懸掛副油箱，一架飛機帶
兩個凝固汽油彈，每次 「下蛋」 都很厲害。在過江前，馬振鐸所在的
志願軍部隊還能偶爾打一下籃球，過了江就把室外活動都取消了，而
美國轟炸機飛行很低，志願軍隱蔽時小聲說話也是禁止的。

「共享」一雙棉鞋
戰爭令朝鮮陷入滿目瘡痍的慘狀。馬振鐸親眼所見，新義州整個

城市一片廢墟，百姓流離失所四處逃難。因為沒有制空權，中國軍隊
白天只能隱藏起來待天黑後行軍，而美軍投下的照明彈到處閃爍，志
願軍一夜行車都不敢開燈。初期時，沒有經驗的士兵曾用手中的輕武
器打飛機，飛機打不下來反而暴露了目標，待到馬振鐸他們在1952年
去朝鮮戰場時，志願軍已發布嚴格命令，禁止再用手中輕武器打飛
機。

由於海拔原因，朝鮮每年10月已經開始飛雪，寒冷的高原上白雪
鋪滿山林。建國初期的中國工農業都不發達，很多士兵手中的槍尚是
抗戰時期繳獲的三八大蓋，供給朝鮮戰場的棉衣棉帽不夠，有的士兵
在寒冬穿的還是單衣，很多班只有一雙棉鞋，於是規定誰值班誰來 「
享受」 這份 「奢侈」 。

美軍飛機轟炸，志願軍後方運輸線沒有保障，所有物資供應都受
到很大影響。一級軍旅作家王樹增撰文披露，在最困難時期，幾乎所
有的非戰鬥人員都參加了物資運輸，軍一級的機關人員、勤務人員，
甚至文工團的演員都加入了向前方運送物資的工作。

「我是1950年從培僑中學初中畢業後歸國，1951年7月參軍。我
在運輸部隊，不在作戰部隊。運輸兵往來於後方到前線，運送槍支彈
藥，食品和生活用品，因敵軍飛機日夜對公路轟炸，運輸部隊不僅艱
苦也充滿危險。」 程宛若參軍時只有16歲，因是個女孩，年紀小，又
是從香港回國，在朝鮮戰場時一直在師部，安全環境相對要好一些。

志願軍入朝參戰後，迅速在戰場上連續取得幾次大的戰役勝利。
美國一位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士曾回憶，在朝鮮戰場，他們穿戴特製的
冬季縛帶防水鞋，還覺得難受，每個人都在想，我們為什麼要來到亞
洲的漫天風雪中。而一些沒有受傷的士兵，甚至蒙混過關，假裝受傷
從而逃離戰場。

馬振鐸分析，中國人民志願軍條件更差，之所以能夠用劣勢裝備
取勝，是因為我們是保家衛國，師出有名屬正義一方。其次是志願軍
吃苦耐勞，美軍依賴火力支持，一
旦沒有炮火支援便不知所措，中國
人民志願軍則意志頑強，湧現出黃
繼光一樣不怕犧牲的戰鬥英雄。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一些參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回憶，在朝
鮮戰場中國士兵流傳着一個玩笑：毛主席
知道在朝鮮打仗的士兵生活很苦，就給負
責前線供應的負責人下了 「讓志願軍吃好
麵」 的命令，結果，負責人把毛澤東用湖
南話下達的命令聽成了 「讓志願軍吃炒麵
」 ，於是炒麵成為了志願軍主要的糧食。
玩笑歸玩笑，但它卻揭示了志願軍的艱苦

條件：因為炒麵缺乏人體必需的維生素
，士兵普遍嘴角潰爛，許多志願

軍還患上夜盲症，影響到夜間作戰。
馬振鐸對大公報透露，因為自己在部

隊中屬有文化的戰士，受到的照顧會相對
多一些，即使這樣，在朝鮮時也經常餓得
慌，幾乎沒有一天三頓飯的情況，下午和
晚上能夠合在一起吃一頓就很不錯，穿的
也是單衣。一些朝鮮人民軍都有軍毯、大
衣和呢子褲，他們看見吃住 「寒磣」 的中
國志願軍都覺得「土」。而正是這一幫 「土
老帽」 ，實現了保家衛國戰爭的勝利。

志願軍艱苦奮戰

建國初期，中國人平均文化水平如何
？曾有人這樣對比，大多數僅能識字，高
小（指 「高年級小學」 ）是平均水平，初
中生已是知識分子，高中生就是文化人。
從香港培僑中學回國後，那些曾經的中學
生迅速 「晉升」 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加之
很多人還有外語優勢，參軍後都被重點培
養。

培僑學生宋香澄在香港學習時受到進
步思想影響，1949年回國參加游擊隊。宋
香澄透露，1950年11月，他被分配到瀋陽
東北軍區防空司令部，在部隊，他是 「排

級幹部」 。
另一位培僑學生甘星華，在1949年底

回國後繼續就讀貝滿中學，1951年初入部
隊後也受到重點培養。她向大公報介紹：
「一入部隊，當時就給我們至少安排成副
排長，像我們這樣 『學歷高』 的士兵不輕
易上前線，放在司令部裏培養的多。」

甘星華稱，當時軍隊中由於大部分士
兵沒有文化，唸過書的士兵成為軍隊中非
常珍貴的一份 「財產」 ，她們在香港學習
回國參軍的學生，更是被當作 「寶貝」 一
樣對待。

參軍港生受重點培養

「現在老軍人絕大多
數已故去，我參軍時16歲，

今年已經85歲暮年。部隊那時
主力都是20多歲，現在應是90近

百歲老者，能活下來的不知還有多
少。」 程宛若感慨。

1935年出生的程宛若今年85歲，
比她還早一年出生的馬振鐸已經86歲，

1949年前後從香港歸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的
一批培僑子弟，如今多已作古。而使馬振鐸

和程宛若開心的是，在80多歲的耄耋之年，
他們終於將獲得以國家名義頒發的紀念章。

今年，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名義，將頒發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70周年」 紀念章。參加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的、健在的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出國

為抗美援朝戰爭服務的、健在的醫務、鐵道
、運輸、翻譯人員，參加停戰談判等工作的
人員，民兵、民工，新聞記者、作家、攝影
等人員，1953年7月停戰後至1958年10月志
願軍全部撤離朝鮮期間，在朝鮮幫助恢復生
產建設的、健在的人員，都是今次紀念章頒
發對象。

馬振鐸向大公報透露，對自己為保家衛
國而回國從不後悔。他後來在部隊參加國防
施工時因事故丟掉一條腿，現在年長身體不
好每周都要到醫院定時 「報到」 做血液透析
，須由女兒馬穎時刻陪伴。馬穎說，7月份時
家裏已經接到通知提交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
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紀念章申報材料，
父親所作貢獻如今又受到肯定，是對志願軍
老兵最大的安慰。

八旬老兵獲國家頒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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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甘星華（右）和馬振鐸接受採訪時
一起翻閱參軍時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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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的香港學生很多在北京匯文、慕貞中學短暫學習後參軍，圖為參加空軍、軍工的學員合照

培僑校友回國參軍培僑校友回國參軍
大公報取得聯繫（8位）：馬振鐸、
甘星華、甘星光、程宛若、曾子達、
吳中林、王俊鳳、梁華豐

病故（10位）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凌海、黃醒媛
李潔芳、陳之樾、李國友
羅耀輝
杜式斌、李沛鈐
潘錦美、程佛貽▲馬振鐸（後排左一）與部隊戰友合影

抗美援朝70周年 ▼在北京的培僑小組歡送參軍的同學

補充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