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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美援朝老战士专  题

遭子弹击穿颈部

谢应鸿 1927 年出生于弥勒县（今弥勒

市）虹溪镇，1940 年入伍。

“我们在乌龙山剿匪半年后，接到通

知准备入朝作战。”时年 23 岁的谢应鸿跟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0 军 184 师 552 团赶

赴沈阳集中，担任侦察连连长的他接到训练

通知。入朝前，部队安排谢应鸿接受驾驶培

训，训练内容就是驾驶车辆不断前进、后退。

谢应鸿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敌军飞机

的轰炸，“看见炸弹在前面就倒退、炸弹在

后面赶紧向前开，这样才能避免被击中”。

跨过鸭绿江，过了新义州，谢应鸿随

部队坐火车来到三所里。天黑后，二三十架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天亮后，谢应鸿才发现

牺牲了 12 名战友。“我们和美军为争夺一

个高地打了很长时间，连队有一半以上人员

伤亡。我们在坑道里，一次又一次被炮弹掀

起的土块埋住。炮火过后，又从土堆里钻出

来投入战斗。”在谢应鸿记忆中，身边有一

名新兵，大家叫他“小范”。轰炸结束后，

谢应鸿连叫他好几声都没有反应，观察他全

身都没有伤，原来是被炮弹震晕的。“小范

醒来还对我说 :‘班长，原来你没死呀？’”

此时，敌军又开始新一轮进攻，谢应鸿用土

块把小范挡好，重新投入战斗。

就在谢应鸿观察战况时，敌军的飞机

又俯冲过去，一阵机枪扫来，他只觉得背上

一麻，隐隐作痛。用手一摸，颈部被击中，

热血喷涌而出，脑子里“哗哗”作响，人随

即失去知觉。“你们看，这个地方现在还有

一个大疤。”谢应鸿醒来时已经躺在哈尔滨

的医院里，苏联专家为他做了手术。

活捉一车敌军

“保家卫国”这几个字一直在谢应鸿

脑海中萦绕，因此，颈部的伤刚痊愈，他便

迫不及待地申请重返战场，在三所里青松坡

一带负责侦察。一天夜晚，谢应鸿和翻译张

结开车，准备将高粱米送到前沿阵地。

张结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高才生，在

部队担任排长。“那时，为避免被敌军发现，

行车都是不开灯的。”谢应鸿回忆说，行到

半途，迎面遇到一辆美军大卡车。隔着一段

距离，双方就预先用车灯联络。“我听到对

面车上有人‘叽里咕噜’在说话，问张结他

们说的是什么语？他说是英语，我就知道是

美军的军车。我们只有两个人，该怎么办？”

俩人商量一番后，决定趁对方还没摸清底细，

上前偷袭。

此时，美军以为谢应鸿的车上坐的是

长官，也没敢靠近。“后来，我们熄灯下车，

“渡鸭绿江前，我们在安东（今丹东），就能看到美军把朝鲜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到处

都是火焰，浓烟弥漫在江面上空。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一定要守好祖国的大门，不能让他们

过来糟蹋我们中国人。”73 年过去，回想当初跨过鸭绿江的初心，今年 96 岁的谢应鸿仍记忆犹新。

谢应鸿：身负重伤也要守好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