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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
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
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
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
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
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
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
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
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不知是什么缘故，笔下写不成，心里却老是想写，有时候，竟打起腹稿来，仿佛着了迷似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
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
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
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
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的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不但从脚
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
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
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骼，作为进一步进
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
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
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
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
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
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
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
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
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与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
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
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
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
来的。
　　这样写法，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不能不是有根有据的真情实事，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
则可以由作者自由设计、虚构。
因而写到我军的野战军领导、指挥人员如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敌人的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
等，便用了真姓名。
敌我两方的大多数人员和人民群众，就由作者给他们起了名字。
如我军方面的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陈坚、杨军、华静、阿菊、葛成富，敌人方面的何莽、
张小甫，等等。
在写作过程里，我感觉文学赋予我的创作上的自由权利，我是充分享受和使用了的。
史实不但没有限制和束缚我，反而支持和方便了我，使我能够沿着一条轨道，比较顺利地走完了这一
段写作路程。
　　的确，我感到吃力、紧张。
有时候，心跳得厉害，有时候，夜不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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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到深夜，忽然梦中醒来，想起了一个什么情节，或者对已经写好的字句，觉得需要进行补充、修改
，便从床上披衣而起，扭亮了灯，又临时写了一点，是有过好多次的。
自然也跟大家一样，我更多的感觉是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
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
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
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
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
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
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
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
，像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
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
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
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做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
对象。
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
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
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地写了一个张灵甫。
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
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
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
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
蒙山区的我军腹地。
在孟良崮被歼就戮，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
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
笔墨。
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
也就够了。
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做了多大的夸张？
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
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
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做活人，挖掘他
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
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
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
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
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
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
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
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
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
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
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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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
"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
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
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
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
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部分，都做了一些改动。
　　在作品的其他方面，也还有我所难以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败笔，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出版前后，关心我的同志们，曾给我许多帮助，提供有关资料，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
我这本书的写成和进行修改、加工、今后的创作活动上，都有莫大益处。
　　一九四九冬是难忘的奠定革命基业的一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的胜利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觉十年了。
　　十年来，风展红旗，激流滚滚，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迈步直前。
在经过火热的斗争之后，哪个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像十年以前的莱芜、孟良崮、辽沈、平津
、延安、淮海等等伟大的胜利的战斗那样。
　　我们的心情舒畅，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看到美好的今天，嘹望更美好的明天，我不禁想起了在风里、雨里、炮火纷飞里苦战恶斗的昨天
，更不禁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战士。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
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为的表白一下心情，更为的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说了上面一些话，并作为这次修订本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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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
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
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
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
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
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编织起来写成文章的想头。
差不多日里、夜里、风里、雨里，都要行军打仗，就是战后休整，也很少空闲。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常常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忙，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情写什么文章。
大概是两个月以后，在夜渡朐河的时候，连写好的几十页笔记和收集来的一点资料，如几张七十四师
的《士兵报》也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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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强(1910—1990)，江苏涟水人。
1933年参加左翼作家聪明，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干事，抗敌 剧社秘书，
军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华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兵团
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1949年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上海文艺工作者委员会秘书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职。
1933年开始发表作作品。
着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咆哮的烟苇港》，中篇小说集《养马的人》，小
说散文集《心潮集》，报告文 学《淮海前线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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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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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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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们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
　　涟水城外，淤河两岸酱黄色的田野，寂寞地躺着。
　　开始枯黄的树林里，鸟雀惊惶地噪叫着，惊惶地飞来飞去。
这里特有的楝雀，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这个树林，忽然飞到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里去，接着，又
从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飞到远远的村庄、树林里去。
　　淤河堤岸的大道上，平日过往不断的行人、旅客，商贩的车辆、骡马也绝迹了。
南城门外，那棵出生了二百四十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孤独地站在淤河边上，在寒风里摇曳
着枯枝残叶，发着唏嘘的叹息声。
　　这是深秋初冬的时节。
高梁、玉米、黄豆已经收割完了，枯黑的山芋藤子，拖延在田里，像是一条条长辫子。
农场上大大小小的一堆堆高粱秆、豆秸，寂寞地蹲伏在那里。
听不到鸡啼，看不到牛群，赶牛打场或者进行冬耕的农民们悠扬响亮的咧咧声，也好几天听不到了。
　　战争降临到这个和平生活的地方。
　　在一周以前攻到涟水城下被杀退的蒋介石匪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了第二次猖狂进攻。
　　这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敌人施展了他们的全力。
十架、二十架、以至三十架一批一批的飞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涟水城和它的四周的上空盘旋
、轰鸣。
炸弹成串地朝田野里、房屋集中的所在和树林里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
着泥土，扬到半空。
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
有时候，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
房屋、树木、花草，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发着颤抖。
　　苏国英团八连四班班长杨军和他的一个班的战士们，守备在战壕的掩蔽部里，已经两天半了，一
个手榴弹还没有打过，步枪子弹每人补足了八十发，除去昨天上午，飞机飞得实在太低，翅膀几乎擦
上了白杨树梢，战士张华峰觉得它过于张牙舞爪，欺人太甚，对着飞机翅膀上青天白日的徽记打了一
枪而外，大家都还一发未动。
　　这打的什么仗？
我还是头一回！
斜躺在掩蔽部里的战士秦守本，气闷地说。
　　这是炮战，最新式的！
坐在他身边的张华峰说。
　　炮战？
我们的炮呢？
秦守本拍拍手里的步枪，问道。
　　是好汉，到面前来干！
蹲在老远放空炮，算得什么？
机枪射手金立忠气愤地自言自语着。
　　不要急！
他们总是要来的！
班长杨军正在擦着刺刀，对金立忠说。
　　秦守本眨眨红红的眼睛，向班长望望，嗟叹了一声。
　　杨军觉得秦守本的情绪不好，把他手里的刺刀，在掩蔽部的土墙上刺了一下，说道：　　我们的
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
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
正在说着，一颗榴弹炮弹在离他们四五十米的地方，轰然炸裂开来，他们蹲着的掩蔽部顶上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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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哗沙沙地震落下来。
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五发炮弹。
弹药手周凤山枕在弹药箱上的头，给震得跌到地上。
　　秦守本的耳朵，虽然塞上了棉花，却仍然感到震痛，他把身子赶紧缩到掩蔽部的里角上去，两只
手掌紧按住他的两个耳朵。
　　新兵怕炮，老兵怕机关枪。
你是新兵？
张华峰忍住笑声，向秦守本问道。
　　呃！
说实话，机关枪我不在乎，这个老黄牛我倒真有点心跳得慌！
秦守本回答说。
　　战壕里陡然紧张起来，五班、六班的阵地上，传出了叫喊声。
　　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
。
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
军认出那是年轻的战士洪东才。
六班掩蔽部的外面，三个战士正抬着受了伤的六班副班长沿着壕沟运送出去。
杨军的心绪有些纷乱，他的掩蔽部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他感到幸运，同时，他也感到敌人的威胁
渐渐地逼近了身边。
只是坐在这里挨打吗？
他很想带着他的全班，冲到战壕外面去，和敌人厮杀一番。
他咬着嘴唇回到掩蔽部里，当他看到秦守本紧紧地抱着脑袋，把身子缩成一个团团，挤在掩蔽部的最
里边，敌人的炮弹又在纷纷倾泻下来，他的冲出去的念头，又马上消失了。
　　怎么样？
张华峰低声问道。
　　杨军轻轻地摇摇头。
　　五班门口吵吵叫叫的，为什么？
　　张华峰又问了一句，同时爬起身子，想到掩蔽部外头去看看。
杨军一把将他拉住，说道：　　把我们的工事，再加加工！
　　战士们意味到邻班的工事吃了敌人的炮弹，同时仰起头来，观察着掩蔽部的上顶是不是牢固。
秦守本的两只沾了泥土的手，从脑袋和耳朵上勉强地移了下来，但随即又按到胸口上去。
他冷冷地说：迫击炮弹，三颗、五颗不在乎。
榴弹炮弹么，我看，你们不要说我胆小，一颗就够了！
　　趁着炮弹稀疏，飞机从顶空刚刚回旋过去，他们在掩蔽部的顶上覆上了半米多厚的泥土，掩蔽部
门口的矮墙也加厚了一些，并且拦上了一棵粗大的树于。
　　整整一天，依仗着飞机大炮的敌人，前进了三公里。
就是说，敌人的前锋部队，距离杨军他们守着的第一线阵地，还有十二公里。
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如果还是痴猫等死鼠一般地守在战壕里，必须在四天以后，才能跟敌人见面交锋
，杨军他们的刺刀，才有溅上敌人血迹的机会。
打惯了出击战的部队，变换到阵地守备战，精神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时间在睁眼的睡眠中过去，看不到敌人的影子，伤不到敌人的皮毛，在杨军他们看来，这不是战斗，
说是战斗，也是一种令人怄气的战斗。
　　叫人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
　　在当天的夜晚，他们奉令举行第一次出击。
　　沿着淤河滩向前摸进，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悲愤的低诉。
夜空里，繁星缀满蓝天，较之置身在不见天日、身子不能立直的掩蔽部里，这时候，他们真是回到海
阔天空的世界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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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守本特别显得活跃，他的一只手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他心里说：这种打法，
我死了也甘愿。
河滩上没有路道，潮水刚退下去，滩边又烂又滑，腿脚不时地陷到滩淤里去。
　　二排长陈连带着五、六班，绕道堤西的田野前进，杨军的一个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沿着河滩
正面袭击敌人。
在堤上一个独立的饭——棚子跟前，他们发现了敌人，正要扑将上去，敌人的汤姆枪却抢先开起火来
，子弹从他们的头上掠过，穿人到河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
金立忠一个快步冲上河堤，机枪的两只爪子抓住一个被砍伐了枝干的杨树根子，随即喷出鲜红的火花
，射出了密集的连续的子弹。
一个班的敌人，被打倒了三个，摔倒在堤边上，有一支汤姆枪，从死了的兵士手里，飞到离尸体五步
以外的地方，继续把它肚里的几发子弹打完。
没有死的敌人，就慌乱地回头狂奔，嘴里发出听不清字音的惨呼悲喊。
杨军、张华峰、秦守本他们追了上去，金立忠的火力，跟在敌人的屁股上凶猛地追击着。
副班长带的下半班，和排长陈连带的两个班，几乎同时包抄到敌人的前头，拦断了敌人的归路。
敌人有的死在路上，有的惊魂丧胆地跳到淤河里去，淹死了。
一个班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死，胸口中了两颗子弹，血，浸湿了他的灰黄的军衣，胸前印着灵字的
符号，也溅满了血污。
当把他抬走的时候，他模糊地意识到他当了俘虏，微微地抬起他的右手，大声哭叫着说：　　你们赶
快把我打死！
打死！
　　走了没有几步，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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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腔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决战情怀　　一幅波澜壮阔、瑰丽绵长的历史画卷　　一首气壮山河
、舍生忘死的生命赞歌　　教育部推荐书目，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
　　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对于我，是永远的：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必要的　因为它已经给了
我、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
　　——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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