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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
畔英雄多

在 !"#$年 $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
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
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

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

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

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

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

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 在连长熊尚林带领

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 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

跳上了渡船%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 八个勇士

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

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

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

一齐在敌群中飞舞% 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

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

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
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
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年，《大渡
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

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

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
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
桓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
长傅钟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
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组成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周年征文编辑部
（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很支持建军 +*

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
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
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
&,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

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
军委纵队司令员，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
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指挥、参加的
经典战役战斗，一竿子捅到底，逐一落实题
目，人人派任务，很快就调动起大家的积极
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
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
忆文章。

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
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托说：“有杨得志同志
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刘伯承可不答应，说：“回忆强渡大渡河，
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
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
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

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战役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人不

在少数。他们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
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
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
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
京，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
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
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

王愿坚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三
纵队《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
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
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
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
录，王愿坚一百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
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
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
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
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
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
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
《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

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 +万多篇。经
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 %万篇，
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 +**多篇。%"&" 年 %,

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
德为丛书作序。%"'*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
火燎原》第三卷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
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

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
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
“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
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
士遭质疑

在 ,*世纪 '*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
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
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
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
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

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

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
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
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
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
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
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
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
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
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
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
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
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
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
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
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
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
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 %'开版的油印
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
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
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
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
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杨得志晚年揭开大渡河勇士人数之谜!上"

! 周燕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
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
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
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
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
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
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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