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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相关史料文献的发布、汇编、

传阅及研究，长津湖战役的史实、故

事、事迹还被屡屡改编为各类大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作品。最早将之改编为带

有插图的通俗文学作品，为上海广益书

局于1951年3月出版的《血战长津湖》

一书；同年10月，此书已印行第六版，

可以想见，当时应是风行一时的。

此书分为两个故事体系加以讲述，

首讲平津湖战役全程，即“长津湖痛歼

侵略军”；次讲美军侵略暴行，两个故事

均配有一定数量的手绘插图，并明确声

明“据人民日报改作”。可见，《血战长

津湖》这一通俗读物，可能正是国内最

早根据《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加以改作

的文学作品。

关于长津湖战役的宣传，不单单是

学者、作家群体率先参与了进来，曲艺

界人士、民间艺人群体也不甘落后，纷

纷参与到作品创作中。时为1951年10

月，快板书《美贼大败长津湖》也创作完

稿，印有快板书说词的小本儿，也已在

陕西西安的长安书店里印制了出来。

这是由西安本地民间艺人谢茂恭，与陕

西省文联的李兴运共同创编出来的作

品，说词儿都是简明通俗、朗朗上口的

白话韵文，当年在西北一带的传唱流

行，是可以想见的。且听开篇这一段，

就可明了这样的创作，在基层民众中的

生命力所在了：

志愿军，援朝鲜，英雄事迹说不

完。长津湖边这一战，志愿军个个是好

汉，这一场大战好凶险，听我从头说快

板。去年十一月二十三，美贼总攻北朝

鲜，搜罗了炮灰十几万，麦贼指挥在前

线。东由咸兴往北犯，西攻德川和孟

山，两路贼兵安排完，麦贼赶紧把令传，

放下西线咱不谈，单表东线开战端……

时至1976年1月，由孙家玉创作的

长篇小说《战火催春》，由江苏人民出版

社印行。这一部初版开印即达16万册

（次年 8 月再版印数已达 24 万册）的长

篇小说，乃是以抗美援朝中第二次战役

末期到第四次战役中期为历史背景，着

力记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艰险、抗

击侵略的英雄事迹。

翻译家许渊冲在抗战中考入“西南联大”。“联大”大

家如云，就连请来讲课的老师，也多是有专长的一方名

家。譬如，在读“大一”时，他就听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

一堂课，并留下深刻印象。

曹禺此时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职，他来“联大”上

课，应属讲座。所以，一堂课中，几乎涉及戏剧创作的多

个方面。譬如他首先说：第一要多搜集材料。曹禺形象

地说：创作如十月怀胎，搜集的材料不一定可用，但灵感

来了就用上了。因为人生复杂，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曹禺举有一例，说一个人做官几十年不得升迁，怕人瞧

不起，所以每每有人请吃饭，他总是先在家吃碗蛋炒饭，

才姗姗赴宴。在席面上吃不上几口，便推说自己还有应

酬，又安步当车回去。到家再吃一碗蛋炒饭了事。终于

得了一个“蛋炒饭”的外号。曹禺认为，类似的人物情节

应当多多搜集，以利创作时用。

接下来，曹禺讲了自身的一段故事。他说10年前，

曾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母

亲。曹禺与她见面，只谈一些油盐菜米，直到送他出门

时，女友才指着自己女儿问曹禺：你看她还像十年前的我

吗？曹禺听出弦外音，忙回答：你现在并不老呀！似乎没

直接回答女友的话，却回应了她话中的意思。高明！曹

禺告诉学子，这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应当注意搜集。

此外，曹禺认为，人物不要写得太典型化。这一点与

今天大学教的《文学概论》的观点不大一致：太坏的汉奸

和太好的爱国青年都很少见。也就是说，人有多个层面，

简单的非此即彼定义既不符合实际，更不符合创作规

律。他还认为，对话应当是白话，不是文言。曹禺的好对

话有例证：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在客厅，主人偷偷问仆

人：“没有走吗？还？”这才是生活中的对话。曹禺称这样

的对话不合逻辑却鲜活，是出人意料的好对话。最后，他

还认为运用方言“要紧”。因为方言最能打动当地人的

心，引发他们的感情。

由以上几条可见，曹禺对语言尤其看重。我们常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许渊冲的听课记述中，我们应该

更加留意从语言角度研究曹禺，这是把握其艺术特点的

一把钥匙。 ■ 杨建民 据《人民政协报》

曹禺讲戏剧

新闻及文艺作品中记录的长津湖之战

长津湖畔忆峥嵘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3个

军，与武器装备一流、不可一世的美军第10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进

行了直接较量，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

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这场战役成为

朝鲜战争的重要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于国庆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长津湖》，背景即是这场一举扭转

抗美援朝战争态势的“长津湖之战”。观影后，笔者又埋首于相关史料

文献中，试图再次返归历史现场，去追寻那些可歌可泣、可赞可颂的点

滴记忆。 ■ 肖伊绯 据《北京晚报》

国内报刊对长津湖战役的报道，乃是极

为重要的公共史料文献。1950年 12月 17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战斗在长津湖

畔》，这是该报特派记者李庄（1918-2006）

从战场前线发回的特别报道，就此拉开了向

国内读者公开翔实报道长津湖战役的序幕。

报道开篇，以寥寥数语却如速写画笔般

的现场素描，既形象刻画出了战场前线严酷

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表达出了在这样的艰苦

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必胜的昂扬斗志。

这一报道两天之后，即1950年12月19

日，略经摘录与修订，又以《美军的“天之骄

子”陆战第一师受歼记——长津湖畔我志愿

军歼敌经过》为题，登上了《解放日报》头

版。此次刊发，还特意配发了一组六张战地

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展示我军第一次战役

（云山大捷）的战绩。与此同时，各地报刊也

纷纷摘录转载了这一报道，如同日的《云南

日报》头版，就以《长津湖畔痛歼美军经过》

为题，向远在西南一隅的云南读者，送上了

这一重大战役喜获胜利的捷报。

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不朽

的杨根思英雄排，他们用肉体和鲜血守住了

阵地》，这是一篇“战地通讯”性质的报道，这

也是长津湖战役取得最终胜利之际，关于战

斗英雄事迹的首篇国内报道。

时至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刊发

新闻简报一篇，题为《朝鲜东线歼美军万余，

光复咸兴等城镇和广大地区，配合西线扭转

战局转入全面大反攻》，十分明确地宣告以

长津湖战役为核心的东线战事取得决定性

胜利。

时至1951年1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

又刊发了新闻简报一篇，题为《长津湖畔奋

战八昼夜，取得东线伟大胜利决定性的一

役》，标志着长津湖战役的总体概述性报道

及相关动态报道告一段落。随着战役胜利

结束，对于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及战

斗案例的报道，也逐渐成为国内报刊的报道

重点。

譬如，继前述对杨根思英雄排的报道之

后不久，1951年1月19日，《解放日报》头版

又刊发“朝鲜前线通讯”一篇，题为《我志愿

军在长津湖战斗中：共产党员沈永福，舍身

炸毁敌坦克》。此后，更续有《新兴里战斗插

曲》《黄草岭阻击战中的英雄们》《黄草岭上

的救护英雄》《烟台峰上的都兴元英雄班》等

多次多篇报道。

A 旧报刊里的“前线”

随着战斗英雄事迹后续报

道层出不穷，更兼来自前线的通

讯报道早已散见于报端，为便于

国内读者集中翻检与浏览，共达

七辑之多的《朝鲜前线通讯

集》，迅即于1951年5月由人民

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其中第三辑

名为《战斗在长津湖畔》。

《战斗在长津湖畔》一书，自

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同年各

地人民出版社重印达数万册之

多，难以确切统计；而北京地区同

年7月即再版，至1952年1月第

三版印行时，总印数已近十万册。

是书诞生于国内各项物资

短缺、经济实力薄弱的新中国成

立伊始之际，无论纸张品质还是开本装帧方面，都因陋就简、朴实无

华。不过，即便是这样薄薄的一册通讯报道汇编集，为便于读者直观

了解战地现场状况，仍力争做到图文并茂，除了封面选用了一帧题为

“坚守黄草岭的志愿军英雄们”集体照片之外，还在目录及正文页之

前，插印了六帧铜版图片，全部为前线现场拍摄照片的翻版影印，这当

然是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之一了。这六帧照片的“图注”如下：

1.东线我志愿军跨越1700公尺高的雪寒岭，向长津湖战场奔驰。

2.我志愿军在重机枪掩护下，爬冰卧雪，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酷

寒中匍匐前进，向敌军攻击。

3.东线柳潭里战斗中，我志愿军乘敌不意，踏着深厚的积雪，通过

密密的荆丛，向敌人猛攻。

4.我志愿军机枪手沉着地射击敌人。

5.遗弃在长津湖畔的美军汽车。

6.美军俘虏惶悚地举着双手。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即便还没有翻阅此书内文，仅仅浏览了这六

帧照片，对长津湖战役的概况与实况，即已有了十分直观的感性认识

了。再略微浏览目录页，十余篇精选出来的通讯报道及相关文献，无

一不是深入了解与充分认识这场战役的重要史料。

通讯汇编的“史册”

文艺作品里的“故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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