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
雷

历任《东北日报》《人民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社长。1950年10月中
旬被派往朝鲜战场

《在云山战场上》《战胜一切困难前进！》《侵略者的形形色色》代表作:

吴
少
琦

历任《东北日报》记者，《辽宁日报》总编室副主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辑刊》总
编辑，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辽宁省电视厅厅长。1950年10月中旬被派往
朝鲜战场

《在云山战场上》《为祖国而战，为朝鲜人民而战》代表作:

常
工

时任《东北日报》记者

《穿越火网》《顽强的人》代表作:

方
青

时任《东北日报》记者

《打进攻前的守备战》《“三八线”突破口》代表作:

刘
爱
芝

历任《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记者、特派记者、编委，《甘肃日报》副总
编辑、总编辑，《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飞虎山上五昼夜》
《五八〇高地前沿阵地上的战斗——记汉江前线的一角》

代表作:

王
坪

时任《东北日报》记者

《“我就叫郑得胜”》《再到朝鲜》代表作:

张
沛

历任《东北日报》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编委，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1951年7月25日，被国家新闻总署委任为中外记者团
团长，率队前往朝鲜开城采访

《为和平而斗争》《“海空优势”与“防御线”》代表作:

白
天
明

历任《东北日报》《辽宁日报》记者、部主任、编委，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辽
宁电视台台长，辽宁广播电视厅副总编辑。最后一批派赴朝鲜，专程采访朝鲜停
战协定签字仪式

《二十七日上午在板门店》代表作:

霍
庆
双

历任《东北日报》编辑，《辽宁日报》编辑、部主任、编委、总编室主任、党委副书记，
《东北经济报》总编辑。最后一批派赴朝鲜，专程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举起胜利与和平的火把》《停战后的平壤》
《血腥的酷刑挡不住他们回祖国的心》

代表作:

他向东北民众发回第一篇战地通讯

霍庆双妻子回忆丈夫——

他是朝鲜停战谈判见证者

深秋的沈阳，寒云静如痴，松柏诉衷曲。
走进吴少琦曾经的住所，室内没有昂贵

的摆设，书架上整齐摆放的文学书籍，散发着
睿智与古朴的气息。

记者面前的吴双，穿着朴实，平易近人，
黑色树脂眼镜框的后面，是遗传自父亲特有
的坚毅和果敢的眼神。随着采访的深入，那
些时间无法磨灭的故事，在吴双的娓娓道来
中逐渐清晰。

吴少琦，1927 年出生于吉林，2013 年因
病在沈阳逝世，曾任《辽东日报》《东北日报》

《辽宁日报》记者，辽宁日报总编室副主任、
辽宁省电视厅厅长等职务，是《东北日报》首
批派往朝鲜战场的记者。

青年时代的吴少琦，古道热肠、少有大
志，随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革命，奔走在战火
纷飞的解放战场。

据辽宁日报终身记者李宏林回忆，在四
保临江战役期间，吴少琦以视死如归的勇气
深入游击区，随武工队越群山、经绝壁，为东
北大地的解放鼓与呼，写出大量振奋人心的
消息和战地通讯。

前往朝鲜战场的那段经历，吴少琦几乎
从未向吴双提及，至离休后在他所写的自述
中才有收录。此时，吴双才知晓父亲同样是
一名“最可爱的人”。

在很多中国家庭里，与温柔贤惠的母亲
相比，父亲在子女眼中往往是寡言和严苛
的。但在吴双的记忆中，父亲吴少琦宽宽的
肩膀永远是他犯错后可以依靠的港湾，父亲
的乐观也是伴随他成长的永恒底色。读起吴
少琦所写的自述，文字生动、松弛、平和，字里
行间充满正义的力量，处处写尽他对祖国和

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志愿军将士誓死守卫
阵地的英雄气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日报》作为
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派遣顾雷与吴少琦
随同志愿军入朝。

“我俩对能够随军入朝作战，感到十分兴
奋，有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吴少琦曾这
样描述入朝时的心情。随后，他到安东附近
访问了多所连队，看到大批决心书、请战书，
一位连级干部还写下一首诗：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与顾雷和吴少琦同时随
军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把这首诗用在新闻
里发回北京，后来经过谱曲，成为脍炙人口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0 月下旬的东北大地寒风凛冽，随时准
备过江的吴少琦连续几夜和衣而卧，终于在
25 日前后的一天夜里，经过浮桥踏上了朝鲜
的土地。

此时的朝鲜大地正在遭受美军炮火的轮
番轰炸，吴少琦所在的车队随时都有可能受
到袭击。第二天早饭时分，一行人刚刚抵达
名叫大榆洞的小镇，便立即挖防空掩体，并在
坑口插上一些树枝做伪装。刚刚回到宿舍，
山头就响起警戒的枪声，就在吴少琦距离防

空掩体还有三四步时，美军飞机来到了小镇
上空，一位部队干部赶紧向吴少琦喊道：“就
地卧倒！”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机翼略过
天空的嘶吼声，敌机逐个低空俯冲开始扫射，
随后又射下几个大火球，卡车瞬时燃起熊熊
烈火……

此后不久，两人便向国内发回第一篇通
讯——《在云山战场上》，这是志愿军与美军
在朝鲜战场上的首次交锋，也是志愿军同美
军较量的首次胜利。

在吴少琦的笔下，志愿军战斗作风顽强、
战术灵活，他们以舍我其谁和视死如归的勇
气，不畏任何困难、不惧强大敌人的胆魄，用
一腔热血铸就正义的胜利。

在辽宁日报终身记者李宏林看来，吴少
琦爬山卧雪、穿梭前线采写的战地通讯，全
面及时地把战场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对抗
美援朝社会动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吴少琦还围绕云山之战所获得的事实，
写成了至今仍被人们颂为经典的《为祖国而
战，为朝鲜人民而战》，生动反映了志愿军将
士所具有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在经《人民日报》转载的同时，人民出
版社还以此题为书名将其选入通讯集。这
些带有鲜明历史印记的文字，不仅真实再现
了 70 年前朝鲜战场的战争岁月，其背后的采
访环境、稿件内容和主题凝练同样具有极高
的历史价值。

1950年12月初，在吴少琦采访的路上，一
场险情发生了。

那时，四十军正准备突破“三八线”，
吴少琦随同换防部队乘坐卡车向南方进
发。突然间，山头响起警戒枪声，又是敌
人的飞机在伺机发动进攻，车队只能立即
寻找掩体。

天黑之后，车队继续前进。半夜时分，车
队走上一条山路，右侧是高山，左侧是五六米
高的峭壁，峭壁之下就是清川江。吴少琦所
乘车辆在悬崖一侧缓缓行驶，突然左侧的前
后车轮滑到路外悬空，车身向左倾斜，连人带
车栽在清川江的冰面上，随即砸碎冰面跌进
水中。

吴少琦当时坐在货箱的左后方，车身向
下翻时，巨大的惯性将他甩到车外，左膝严重

磕伤，下半身没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
吴双向记者回忆说，江水的寒气直冲父

亲的心肺，直到后来，每每到季节更替之时，
父亲的腿脚都会感到刺骨的疼痛。

在四十军采访后期，吴少琦左膝的伤势
越来越重，此时《东北日报》已经派出刘爱芝
到朝鲜采访。虽然吴少琦准备参加完第三次
战役再回国，但他最终还是听从命令，搭乘四
十军回国车队回到祖国。

回到阔别已久的《东北日报》，吴少琦又
接连完成《美李军“生命线”的毁灭》《我们为
祖国争光了》《当我回到祖国的时候》等多篇
通讯。

“保家卫国笔为枪。父亲在炮火连天的
朝鲜战场上，与同样远离祖国的志愿军将士
同浴血、共奋战，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虽然
硝烟弥漫的岁月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他
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铭记和弘扬。”吴
双说。

北风啸啸，秋雨潇潇。
沈阳，全运南路，方正的两居室，正是崔

秀文的住所。
虽然已近鲐背之年，但是老人精神矍铄，

头脑清晰，嗓门洪亮。
霍庆双与崔秀文，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

知、相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中携手走过半个
世纪。

时至今日，崔秀文最喜欢的歌曲，依旧是那
首嘹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伴随着歌
声，时光也仿佛回到7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

霍庆双，1930年出生于黑龙江，1947年进
入东北日报社工作，历任《东北日报》编辑，

《辽宁日报》编辑、总编室主任和党委副书记。
崔秀文出生在河北邯郸，16 岁投身革命

前往黑龙江，1948 年沈阳解放后随军辗转来
到沈阳，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与霍庆双相识。

“黝黑的皮肤，粗粗的眉毛，低沉的嗓
音……”初见霍庆双，这位只有 20 岁出头的
小伙子就给崔秀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真正让崔秀文开始钦佩霍庆双，还是因为
他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学习精神。

崔秀文回忆说，霍庆双17岁参加工作，当
时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二年级。作为党的新
闻工作者，他不但要成为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更承担着引导舆论、传承文明这个光荣而伟
大的使命。

霍庆双不但自学新闻理论知识，还通过
不断探索逐渐掌握采访技巧，在实践中提高
编辑写作能力。霍庆双在 1955 年所写的《我
的新闻工作生涯》中这样写道：“从 1949年夏
开始做编采工作之后，我确实做到了废寝忘
食地学习，夜以继日地工作，因而业务上得到
了飞速提高，从当练习生很快提为助理编辑，
又提为正式编辑，从不会给通讯员写回信，到
学会编采稿件，成为独当一面的编辑。”在朝

鲜战场采访期间，在给崔秀文寄来的两封书
信中，他也在鼓励爱人要坚持学习，尤其要写
日记。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前夕，霍庆双作为
最后一批特派记者，前往朝鲜采访停战谈判。

“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崔秀文回忆说，那
时的朝鲜半岛，依旧有零星的战斗发生，可以
说是边战斗边谈判。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
始后，志愿军战士姚庆祥在夜间执行巡逻任务
时遭到美国武装人员袭击，牺牲时年仅24岁。

在崔秀文珍藏的相册中，老人指着一张已
经泛黄的照片说：“老霍一直崇英雄、敬英雄，
在深入朝鲜战场后，他专程去祭奠了姚庆祥。”

回国后，霍庆双偶尔也会提及那段经历，
但是口中始终说：“与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友相
比我不算什么，他们才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
英雄。”

霍庆双的二儿子霍旭阳，也是在多年后
整理父亲遗物时，才知晓父亲当年入朝采访
的壮举。

在霍旭阳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忙，忙
着写稿、忙着编稿、忙着开会、忙着出差，偶
尔难得的父子相聚，父亲也从未提及那段峥
嵘岁月。“记忆中父亲只给我们姐弟讲过几
次故事，那是烈火烧身的邱少云、舍身堵枪
眼的黄继光、甘做螺丝钉的雷锋……”霍旭
阳说。

在朝鲜战场采访期间，霍庆双共采写了3
篇通讯报道，分别是《举起胜利与和平的火
把》《停战后的平壤》《血腥的酷刑挡不住他们
回祖国的心》。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十点，一束
火把升上了志愿军前沿阵地的山头上，接着是
两束、五束、二十束……从一五五·七前沿阵地
的山头上向两侧望去，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
头，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形成一条火龙。”

这段文字，摘自霍庆双所写的《举起胜
利与和平的火把》。报道中，霍庆双深入志
愿军前沿阵地，既详尽描写停战时志愿军阵
地上的情景，更描绘出酷爱和平的志愿军战
士为抵抗侵略、保卫和平，慷慨奉献一切的
革命精神。

在崔秀文眼中，霍庆双与其他几位同事
都是中国新闻战线中的普通一员，在革命精
神的指引下，他们笔下的朝鲜战场是立体的、
鲜活的，那是鲜血与烈火的交织，是肉体与钢
铁的搏杀。

霍庆双离休后也闲不住，总是想方设法
发挥余热，找机会做采访、写文章，比如 1990
年所写的《开辟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系统工
程——辽宁省实施“123 工程”显著成效给我
们的启迪》，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有些历史，必须反复提及！”崔秀文在临
近采访结束时说，“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
去，但是这段烈火中凝练的民族精神至今仍
是全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10月16日，本报新媒体推出特别策划《独家记忆》，以微纪录片的形式呈现《辽宁日报》前身——《东北日报》视角下的抗美援朝报道和珍
贵影像资料，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9位战地记者出生入死，真实记录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英雄事迹的壮举，令广大读者
深受感动。

70年弹指一挥间，斯人已逝，但追思从未远去。11月1日是《东北日报》创刊75周年，值此之际，本报记者辗转采访到吴少琦、霍庆双的
遗孀和后人，听他们讲述两位战地记者以笔为枪的峥嵘岁月和家风故事，向这群在朝鲜战场上塑造“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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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琦之子回忆父亲——

他作为最后一批被派赴朝鲜采访的记者，专程
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他一直崇英雄、敬英雄，在深入朝鲜战场后，专
程前往墓地祭奠牺牲烈士。

他就是霍庆双——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见证者。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霍庆双遗孀崔秀文家中，通

过她的讲述走进霍庆双和他的“战场”。

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直面生
死，深入敌后，弘扬人民子弟兵血
沃中华的磅礴力量；他，在抗美援
朝战争时期卧雪眠霜，以笔为枪，
歌颂志愿军将士无坚不摧的英雄
气概。

他就是吴少琦，《东北日报》首
批特派朝鲜战场记者，一位把家国
情怀融入血脉的党报新闻工作者。

吴少琦深入朝鲜战场 3 个月，
在炮火的轰鸣声中、在子弹的呼啸
声中，采写出《在云山战场上》等思
想深刻的战地通讯，其中《为祖国
而战，为朝鲜人民而战》至今仍被
人们颂为经典。

近日，本报记者辗转采访到吴
少琦之子吴双，与他共同开启尘封
已久的记忆，重回当年枪林弹雨的
阵地。

吴双通过父亲的自述，探寻他与志愿军
将士同浴血、共奋战的峥嵘岁月。

霍旭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方才知晓他前
往前线的壮举。

在奔赴朝鲜战场的队伍中，有9位来自《辽宁日报》前身——《东北日报》的记者

扫描二维码
观看微纪录片
《独家记忆》

扫描二维码
欣赏H5产品

《跨越75年的相遇》

2020年11月3日 星期二

记者：田勇

责任编辑：杨东

视觉设计：邓婷婷
检校：冯 赤 张 勇

独家记忆
WENHUAGUANCHA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