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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戰爭記錄
——宋崇書《抗美援朝日記》解讀

●李文力

時值朝鮮戰爭爆發七十周年，中

國、北朝鮮、南韓三國紛紛舉行相關

紀念活動1。七十年前的6月25日，

朝鮮人民軍在蘇聯默許下向南韓進攻， 

歷時約三年的朝鮮戰爭爆發。9月 

15日，聯合國軍發動仁川登陸後，朝 

鮮人民軍一路敗退，幾近崩潰。10月 

8日，毛澤東命令組成中國人民志願

軍，援助岌岌可危的北朝鮮政權2，

19日，第一批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奔赴朝鮮戰爭前線。志願軍入朝作戰

後，在黨和政府宣導和運作下，以巴

金、路翎、魏巍、宋之的、陸柱國為

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奔赴朝鮮戰場實

地取材，上世紀50年代抗美援朝文

學的集體性創作熱潮自此開始。到後

來，一些百戰餘生的志願軍官兵也加

入到寫作的熱潮中，開始對戰場上發

生的難忘之事進行紀實性書寫3。時

至今日，在文學創作領域，以歌頌志

願軍英雄為主題的作品難以估量且名

作迭出，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軍旅作

家魏巍所創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4。 

然而，這類抗美援朝文學作品可以說

是中共強化朝鮮戰爭動員宣傳和進行

意識形態渲染的產物，「它具有戰爭

文學所共有的特徵：歌頌英雄主義，

塑造英雄形象，鞭笞敵軍的兇惡與殘

暴等等」5。作品所傳達給世人的是

一種近乎「高、大、全」式志願軍英雄 

戰士的形象：忠黨愛國、英勇鬥爭、

不畏強暴、捨生忘死、捨己為人。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歸國

志願軍戰俘」這一特殊群體的坎坷經

歷及其遭受的不公待遇開始引起人們

關注，出現了若干紀實文學作品6，

進而打破了世人對志願軍群體形象的

僵化認知。但沈志華認為這些作品

「不過多是單純依據採訪或回憶史寫

成的紀實作品，真正的學術研究尚未

開始」7。近些年來，已經有相關學

術成果問世，如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

部副教授常成的著作《被劫持的戰

爭：志願軍戰俘與韓戰》（The Hijacked  

＊	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朱敏翎小姐對拙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對本人極有啟發，

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惟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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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就很好地彌補了關於「志

願軍戰俘」學術研究的空白8。至於

對朝鮮戰爭進行「原生態記錄」的日

記，有別於經過特殊雕琢的抗美援朝

文學作品，從而呈現出不一樣的戰爭

敍事，突顯其史料價值。筆者偶然發

現的這本《抗美援朝日記》（以下簡稱

《日記》，引用只註頁碼）便是這樣的

作品9。

《日記》作者宋崇書在入朝參戰

期間擔任志願軍基層部隊排長。志願

軍本是由人民解放軍改編而來，基層

部隊官兵多出身農村。建國初期，全

國人口約5.4億，文盲率高達80%，

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bk， 

志願軍基層部隊的識字率可想而知，

能夠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中堅持不

懈記日記的官兵屬鳳毛麟角，而那些

留存至今並得以付梓的「抗美援朝日

記」更稱得上是吉光片羽。眾所周知， 

日記的史料價值往往高於事後的回

憶。因此，比起許多倖存的志願軍老

戰士留下來的關於朝鮮戰爭的回憶錄

或口述史料，一本「抗美援朝日記」

的史料價值顯得彌足珍貴。而基層幹

部宋崇書敏感心細，他在《日記》中

較為完整地記錄所在基層部隊接受

「抗美援朝」思想動員的過程，捕捉到 

了部隊思想心態在接受動員前後的起

伏變化，這是其他「抗美援朝日記」中 

所罕見的bl。

更引人注目的是，宋崇書的日記

中對志願軍基層部隊的真實記錄具有

普遍意義，有助於豐富我們對志願軍

基層部隊的認知。本文就是在利用宋

崇書《日記》的基礎上，借助相關官

方檔案文獻和若干回憶錄對這本日 

記中的重要內容進行解讀，希冀以此

視角展現出志願軍基層部隊對「入朝

參戰」的最初心態反應、接受「抗美

援朝」思想動員的過程，以及思想心

態上的波動起伏。文末將延伸敍述志

願軍中不同群體對「入朝參戰」的各

色反應，並指出在當時的形勢環境

下，無論志願與否，他們並無選擇的

餘地。

一　宋崇書和《抗美援朝 
日記》　　　　

宋崇書，男，漢族，1926年11月 

5日（農曆十月初一）出生於貴州省郎

岱縣（今六盤水市六枝特區）岩腳鎮

碓窩沖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少年時在

本村上過私塾，1947年就讀於普定

縣建國中學；初中未畢業就與王永

武、喻忠誠等人研究組織發展了「反

蔣」武裝游擊隊，任一分隊隊長（〈作

者小傳〉，無頁碼）。1949年3月3日， 

宋崇書與王永武率領游擊隊準備參加

由中共貴州省工委組織領導的攻取郎

岱城的「三三暴動」，因在行軍途中

得知暴動失利，二人遂將游擊隊轉移

到安全地帶進行隱秘活動bm。1950年 

1月14日，宋、王率領的游擊武裝

二百餘人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

第5兵團17軍49師146團，宋崇書任

8連1排排長，隨即投身到郎岱解放

初期的「剿匪」鬥爭中bn。

1951年1月4日，西南軍區電令

貴州軍區16軍及186師於3月前集結

待命，準備入朝作戰bo。同年2月，

為兼顧「抗美援朝」和「貴州剿匪」兩項 

任務，西南軍區對轄區部隊建制作出

調整，調17軍49師146團入16軍47

師，待命入朝；而16軍47師141團則 

調入17軍49師，留守貴州畢節bp。

經過此次對調後，宋崇書所在部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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