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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85周年前夕，我们走近50余位当年首批进藏部队的官兵，从将军到士
兵，从汉族到藏族，从男兵到女兵⋯⋯通过24个侧面，向读者展示六十多年前世界屋脊上的“风云录
”。
我们聆听，泪流满面；我们记录，感慨万千。

　　我们只叹，他们中间有太多的人已离我们而去；
　　我们只怕，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我们只愿，能通过这样一些文字、照片，让今人感悟前辈，让历史告诉未来。

　　也许，我们的采访还太仓促；
　　也许，我们的视角还很不全面；
　　但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共和国铭记。

　　正如一位“老西藏”所说，
　　不怕凋零，就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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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黎明，男，1957年生。
毕业于空军政治学院。
现任新民晚报军事专刊部主任、《军界瞭望》周刊主编。
主任编辑。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1985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系列采访了王平、肖华、李德生、陈锡联、肖克等近百位开国将军
。
著有国家级重点图书《走进统帅部》，由迟浩田上将题写书名。
策划主编的《我的父辈·开国篇》、《我的父辈·英烈篇》两本系列丛书，被列入全国100本优秀图书
，2011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被评为“十大最有影响力图书”，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学习推荐图书。
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俞正声同志为该系列丛书撰写序文。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单位曾为张黎明举办个人新闻作品研讨会。
其作品多次在国家和上海市的新闻评比中获奖。
累计发表作品150多万字。
习近平同志称赞他是：“新时期的王愿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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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进军西藏，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从“天府之国”到“不毛之地”
从“要我进藏”到“我要进藏”
小姑娘两次参军如愿进藏
五位医学生合近求远如愿以偿
巴塘青年“好人也当兵”
教授夫妇放弃安逸生活
第二章 秘密迂回，十三天高原行军一千五百里
甘孜一月永难忘
“新汉人”的由来
大雪彻底切断补给线
第三章 跋山涉水，行军十来天看不见人烟
部队穿行在“生命禁地”
马渡冰河一头栽倒水里
抢渡通天河牺牲八位战友
沼泽里大家脱下棉衣“铺路”救险
半夜突袭的暴风雪将帐篷压塌
鲁贡拉山下两度遭遇冰雹
念青唐古拉山区发生八级地震
第四章 挺进西藏，数万名官兵饿着肚子前进
锅里“四只眼”的糊糊
她饿得眼前发黑一头栽倒
女兵饿死在行军途中
大伙饿着肚子还摽着干
偷吃一粒豆“煎熬”一辈子
省下卫生费买了三个大饼
帐篷里的“精神会餐”
姑娘们省下粮食给小伙子
第五章 全副武装，每个战友要负重五六十斤
出发前拉练“开小灶”
精简后的背包也不轻
进藏途中咬牙前行
背柴挑炭不甘落后
第六章 趟一道冰河，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
大腿根摩擦得血肉模糊
对特殊照顾不“领情”
患上妇科病留下后遗症
第七章 手拉肩扛，在“世界屋脊”建甘孜机场
第八章 三千余名烈士长眠在大山大河之间
第九章 封锁粮食容易，想“饿走”解放军难！

第十章 军长坚持保留进藏部队文工团
第十一章 解放军医生给群众治病不要钱
第十二章 部队“流动报馆”在行军途中“现炒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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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母子相见，儿子只叫她老师不叫妈妈
第十四章 军人的爱情，在雪域高原“殊途同归”
第十五章 “朋友不用太多，交个解放军就行了”
第十六章 三个汉族女兵都有一个藏族儿子
第十七章 翻越大雪山军首长将马留给伤病员
第十八章 走不动时，就由“大哥哥”背上走一段
第十九章 “无言战友”浩浩荡荡挺进风雪路
第二十章 寻找失主，没能赶上参加部队入城仪式
第二十一章 走通天路，进藏大军入乡随俗
第二十二章 与西藏上层人士真心交朋友
第二十三章 “我们不是不怕牺牲，而是勇于牺牲”
第二十四章 民主改革新风吹遍雪域高原
附录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后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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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肚再饿，不动百姓一颗粮　　在甘孜，先遣队借住在土司家的二层，打地铺，底层就是土司的佣
人和骡马住的地方。
“小地方一下子来了3000多人的部队，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动他们的粮食。
”王贵说，早在进军之初，毛主席就体恤藏族百姓的疾苦，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因此先遣
部队官兵们肚子再饿，也不跟百姓“争粮”，还要为百姓做好事，树起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那时候，先遣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往东抢修公路，王贵他们则负责抢修机场，“挖土、填方，都
是重体力活，可粮食不够，就得减量，从每天16两减到12两，到最后6两（相当于现在不足4两）”。
　　正值4月底5月初，新长出的野菜成了部队的主要口粮，一吃就是20多天。
王贵至今说起这些“宝贝”，还是感觉那样亲切：　　“藿麻头虽然有毒，一沾到皮肤上就会起包包
，但煮了以后就没毒了，还比较好吃，我们也学当地老百姓戴上皮手套摘；还有茴茴菜、野韭菜，行
军锅里煮一大锅，科里50多个人围着大锅，往地上一蹲就开始吃。
就这样，一天还只能吃两顿，上午八九点一顿，下午三四点一顿。
”　　营养不够，每天还要干重体力活，大家的眼睛、指甲都凹陷进去了。
但部队官兵们没有动老百姓一颗粮食，每天还坚持让房东家“场清缸满”。
　　起初，老百姓见一个团的兵还有点害怕，但通过买柴买草的小事，进一步改变了看法。
　　“我们买柴买草，拿秤称，还要给钱，老百姓都不相信，也不敢要，扭头就要走。
”王贵说，当他们通过翻译跟老百姓解释“解放军公买公卖”时，有大胆一点的藏民试着说了一个数
字。
　　看到解放军真的把白花花的银元递过来，藏民的脸上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过去被支了牛毛那么
多的差事，得到报酬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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