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凄苦童年
铸就了他不怕苦不怕死的坚毅品格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湖南邵阳， 与中国别的地方
一样，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积贫积弱的中国， 受到
列强的欺凌，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1930年6
月， 张文出生于湖南邵阳 （今湖南省邵东市） 一个贫
苦的农民家庭。 因为张文家里人口多， 母亲无奶喂养
他， 其五叔因无子， 遂将其收养， 由于屋后全是竹林，
就给他取了一个乳名竹根， 张文读书后又自取名石竹。
五叔名字叫声吾， 是一名杀猪卖肉的屠户， 每天挑一
担肉沿路叫卖， 一头担着小竹根， 一头担着肉走村串
户， 谁家有奶就吃谁的奶， 然后以一块肉作为报酬。

但是这样吃百家奶的生活也没能维持多久， 因为
五叔为了养好小竹根， 卖肉欠了人家的钱， 地主王老
五逼债要钱并打官司， 逼迫五叔出走他乡， 后来流落
到了江西安源煤矿， 参加安源大罢工并受了伤， 五叔
后来死在江西莲花县。 小竹根改由姑妈收养， 姑妈教
他唱民谣：“帮工莫帮王老五，出门一把粪，进屋要担土，
要想饱吃肉，除非过端午。 大娘切， 二娘数， 一阵狂风
来， 吹过宝庆府。” 小竹根就和小孩们一起唱， 刚好地
主王老五路过， 拿着棍子将小竹根又是一顿毒打。

凄苦的童年， 小竹根吃过的苦数不胜数。 晚年的
张文还记得13岁那年， 刚过了大年初一， 正月初二当
天， 父亲就要到邵阳城里担茅粪， 准备春耕肥料， 说
过了年人都吃好的，茅粪比较肥，小竹根才13岁，个子
比粪桶只高一点点 ， 刚出城到 邵 阳 城 边 沙 子 坡 ，
一不小心， 一担粪倒在路上。 当时有美国佬在沙子坡
办工厂，被他们看到了，不由分说，把父子俩打了个半
死。 童年的张文， 就已经知道弱国百姓无尊严的道理。

旧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给张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 因此从读书记事开始， 张文就决心为民众找一
条活路。 幸运的是， 18岁的张文遇到了地下党员石兰。
石兰开导张文： 如今有了共产党， 穷人有活路了。 与
其在黑暗势力压迫下委屈地死， 还不如斗争求生。 她
还教张文唱一首歌———“金凤子， 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
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在变样， 今天望， 明天望，
望到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 大家喜洋洋。”

1949年的湖南尚未解放， 19岁的张文就加入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湘中第二支队武工队， 为迎接湖南解放
做敌后宣传工作， 被安排在邵东龙山茶园村等地搞宣
传活动。 1950年5月， 张文由地方干校介绍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 被编入高炮一师一团。 同年6月， 部队北

上参加东北边防兵团。 1950年10月， 张文随部队首批
入朝作战， 在朝鲜参加了四次大战役。 当时， 他所在
的高炮一团用的全是日本造的75炮， 根本不能适应战
争的需要。 后来， 由于祖国人民大力发动捐献大炮运
动， 才从苏联买来了新型高射炮， 还有高射机关炮，
战斗才越打越顺手。 不久后， 高一团改编成六十一师，
张文被提升为副排级文工团员。

成为战地记者
重伤不下火线

1951年4月， 张文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张
文行军到了熙川， 下连队后， 张文在战斗中受重伤。
第二天， 部队政治部徐主任要派人送张文回国休养，
张文表示坚决不回， 一定要上前线参加第五次战役。
在养伤期间， 张文还担任了全师的收发军邮工作， 并
带领一个排的通讯员战士参战做交通员。 张文的伤口
尚未痊愈， 有一天敌机突然来袭， 乱打机枪并投下炸
弹， 张文勇敢地把战友徐正冲背了出来， 导致旧伤复
发了， 又得养两个月的伤。 张文重伤不下火线， 首长
称其为战士们的 “活教材”。 因身体的原因， 上级就派
遣张文去 《解放军画报》 学习摄影， 在战场上培养志
愿军第一批战地随军记者 (最早只有两名)。 解放军画
报社派了两名参加过抗战报道的老记者辅导张文的战
地摄影业务。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 张文申请回到
前线工作。

1952年2月28日， 张文下到了连队， 正儿八经地当
上了一名随军战地记者。 他接到的第一项报道任务就
是彭德怀司令员到602团4连视察阵地， 张文为此认真
地拍了一卷胶片。 彭总看到张文后， 亲切地给他打招
呼： “你这个记者拍了几年了？” 张文回答说， “刚从
北京学习摄影回来， 就赶上首长您到前线视察， 我就
来照相了”。 彭总又微笑着说： “你宝谷佬吧 （邵阳旧
称宝庆）， 邵阳蛮子咯， 不怕死的好汉呦， 我们是老乡
啊。 你记住， 今后要多和战土们打成一片， 多为战士
们照相！” 彭总还嘱托张文， 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把镜头多对准在前线苦战的
战士们。 张文为此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他从此就
在战地和战士们泡在一起， 一块儿参加练兵， 一块儿
学文化， 并拍摄了大量的好照片。

拍摄最可爱的人
成为抗美援朝珍贵的历史记录

拍好前线战士， 为 “最可爱的人” 留下历史记录。
这是张文在做战地记者时始终恪守的信条。

1952年10月， 上甘岭战役打响， 张文挎着相机背
着步枪， 随部队来到了上甘岭战场。 上甘岭战况异常
残酷胶着， 空中有敌人的飞机盘旋， 地面有敌人的炮
火昼夜覆盖， 穿梭的子弹像风一样在耳根边飞过， 有
不少人劝张文撤离下去， 但张文都拒绝了。

“拍摄最可爱的人， 拍下他们鏖战的身影。” 张文
昼夜奔波在上甘岭高地上， 大量地拍摄战争镜头。 这
一时期， 张文是扎根在上甘岭战场上为数不多的摄影
记者， 为这场震古烁今的战役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一手
图片资料。 后来， 志愿军全军在安东评奖会上， 张文
拍摄的 《夜战上甘岭》 《木箱作成课桌》 《边战边学》
《京戏武打在炮阵慰问演出》 等四幅作品获奖， 师政治
部表扬张文 “用摄影工作与政治鼓动工作相结合的创
举， 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张文的这一在战场上宣传鼓
动战士的创举， 后来还被志愿军全军通报表扬。

“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连队和战士打成一片”， 这
是张文给自己拍摄工作制定的要求。 战斗发生在哪里，
摄影就跟进到哪里。

1953年3月， 为反击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登陆， 志愿
军每天分三班抢修工事， 每班长达八九个小时， 终于
把朝鲜西海岸边的白石里山打通了， 洞子里能装几百
辆坦克和大炮。 张文闻讯后， 即刻下到这个部队采访。
当时， 彭总命令要把敌人消灭在海里， 要把敌人消灭
在海滩上， 要把敌人消灭在坑道口， 只要有一个人也
要和敌人拼到底。 志愿军战士夜以继日赶工抢修工事，
严阵以待， 美军在空中侦察时发现志愿军准备得极为
充分， 后来就不敢来了。 部队于是转移到平康、 金城
打反击战， 志愿军组织强大的兵力组成前线联合兵种
打大仗， 把前线正面又胜利推进了好几公里。 在这些
鏖战的日日夜夜里， 张文在战斗前将54个对敌作战阵
地一一走了个遍。 张文还参加了由黄纪云、 刘振国为
首的五人前线报道组， 勇敢地在战火中来往穿梭， 起
早贪黑地捕捉镜头， 如 《敌机冒火了》 《英雄林贵远》
《安全行车五万公里的司机彭逢恩》 《火线炊事员刘兆
成》 等反映志愿军战士不畏强敌、 浴血奋战的照片，
都完成于这个时期。

前线的战斗刚刚结束， 上级命令张文在三天以内
要将战斗的好场面印发给基层连队和友谊连队。 面对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文创造性地采用晒图
方法编成报纸， 名叫 《蓝图画报》， 很快发放到了部
队， 这一做法在回国后在全军得到推广。 张文和战友
们在朝鲜创办的 《蓝图画报》 样报， 现今仍保存在中
国摄影家陈列馆。 在反击战出发之前， 宣传科长曾找
张文谈话， 并拿出一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要张文
读， 张文读后鼓舞很大。 不怕苦， 也不怕死， 张文作
为战地记者，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 冒着生命危险，

用镜头留下了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照片。 张文
作为战地记者， 在抗美援朝前线的英勇表现， 受到了
志愿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组织上给他记二等功和三等
功各一次。 1953年8月15日， 张文在平壤被授予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1954年， 炮兵司令部将张文调到东北炮兵任摄影
组长， 同年9月， 张文参加了炮兵首届功臣代表大会。
那一年的10月1日， 张文荣幸受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五
周年庆典。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 但张文热爱的镜头始
终没有放下。 转业后， 他又拍摄了一大批反映激情燃
烧岁月的建设者生产生活的照片。 2011年， 张文先生
在湖南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 《解放军画报》 一共发
表张文先生的战地照片一百余幅， 《中国摄影》 也曾
多次发表他的作品。

2020年7月， “张文抗美援朝战地摄影展” 在湖南
党史陈列馆隆重开幕。 此次展出了张文先生的70余幅
代表性摄影作品， 展陈分为 “战场指挥” “战火纷飞”
“英勇战士” “胜利瞬间” “战地记者” “中朝友谊”
“祖国关怀” 7个部分， 其中 《彭德怀查看墙报》 《夜
战上甘岭》 《一级英雄林贵远》 《夜渡冰河》 等珍贵
历史照片集中亮相。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真实地记录
着抗美援朝战争， 凝聚着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爱国热
情和奉献精神。 张文先生的这些照片用历史真相告诉
世界：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永远爱好和平， 但从不惧
怕任何外来压迫和侵略！

（本版的战地照片均为张文先生所摄 ， 张文先
生亲属为本报提供了大量珍贵照片和文史资料， 谨
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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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张文在抗美援朝前线
□本报记者 周兴旺 通讯员 李炜 连江

70年前， 一批中华好儿女，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与以美军为首的 “联合国军” 殊死较量， 取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称为 “最可爱的人”。 已故湖南籍著名战地记者张文， 亲历了这场血与火的艰苦战争， 在枪林弹
雨中背着照相机， 拍摄下了一批珍贵的战地照片， 为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在在枪枪林林弹弹雨雨中中记记录录下下勇勇士士们们血血性性瞬瞬间间

夜夜战战上上甘甘岭岭
（（张张文文 摄摄 曾曾获获志志愿愿军军摄摄影影二二等等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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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文文在在抗抗美美援援朝朝前前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