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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一 支 红 十 字 救 援 队 ，除 了 救 治 受 伤 的
志 愿 军 战 士 ，他 们 也 以 人 道 主 义 精 神 对 待 战
俘 ，为 那 些 失 去 抵 抗 力的战俘服务。通过陈敏
书的日记，记者看到，医疗队不仅注重战俘营环
境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供 给 战 俘 丰 富 的 饮 食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帮助和教育战俘搞好个
人卫生。

1951 年 12 月 25 日上午，陈敏书到中国红十字
会汇报了在朝鲜医疗手术队工作情况。第二天，
中国红十字会派人找到陈敏书，希望他代表中国
红十字会调查战俘营，及在协议签订后处置战俘
工作。

就这样，之后在朝鲜的日子，陈敏书将大量工
作花在战俘营的服务和保障上，他的日记，也详细
记录了战俘们的生活情况。“冬天每人发一床毛
毡，一件大衣，棉服，棉手套，棉帽。夏天发单衣两
套，单鞋以及参加各种运动用的衣服。”

除了给战俘生活上的保障，陈敏书在日记中，
还详细记录了各项文体活动。“一向重视战俘的体
育文化生活，举行各种活动，如球赛，1952 年 7 月
至 1953 年 6 月举行了运动大会一次，各营举行 21
次，鼓励体育运动。”

1952 年 11 月 15 日至 26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俘管处选拔出 500 名优秀运动员，举办了一次史
无前例、别开生面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次特殊的“奥运会”，也与之前多次举办的战俘
运动会打下的基础有关。当时陈敏书在国内，听
到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象运动场上欢乐
的场景，我感慨万分，和平应该成为当今世界的
主旋律。”

在朝鲜工作期间，陈敏书因工作积极、成绩显
著，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自由独
立勋章”，而在朝鲜的工作，让他对战争与和平，有
了更多的感悟。

“父亲总是和我们说，用一颗真心待人，敌人
也会变成朋友。”陈幼民说，
父亲和医疗队员们的服务
感动了不少战俘，改革开放
后 ，父 亲 还 和 一 些 战 俘 通
信，一封封信件，也像一条
条友谊的小船，而父亲的真
诚和善良，一直影响着他身
边的每一个人。

“和平应该成为
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摘自陈敏书1952年11月15日的日记

抗美援朝时参与国际救援的红十字救护人员陈敏书遗物被捐赠给省红十字会——

6本日记，揭开一段尘封往事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李伊平

最近，省红十字会收到一份特殊
的捐赠，捐赠人是省红十字会第一届
常务理事陈敏书的家人，捐赠物为 6
本日记、3 本相册以及大量勋章等。
这些物品，也是 70 多年前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斗
与生活的见证。

1951 年 6 月，作为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疗队五大队大队长的陈敏
书，带领 30 多位医护人员踏上朝鲜

战场。在之后的 1年多时间里，他们
救治伤兵，服务朝鲜人民，做了大量
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段历史也
变得鲜为人知。

6 本日记，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
事，循着这些文字，记者找到了几位
仍健在的陈敏书同事，在他们的讲述
中，这位新中国最早参与国际救援的
红十字救护人员的形象，渐渐变得生
动和立体。

今年 2 月，陈敏书的子女对他的
房间进行整理时，在墙角的一个皮
箱里发现了厚厚 6 本日记、3 本相册
和一堆军功章。这些日记的内容，是
陈敏书从未向家人说起的。“1987 年
2 月父亲去世后，他的房间从来没人
动过，现在我们自己也渐渐变老，就
想着在他去世 35 周年之际，对他的
遗物进行整理。”陈敏书的儿媳胡力
宁告诉记者。

陈敏书 1918 年出生于广东普
宁，1938 年 8 月到延安参加革命。
1949 年 5 月，他担任浙江省立杭州
医 院（现 浙 江 省 中 医 院）军 代 表 。
1951 年 6 月至 1952 年 8 月份，陈敏
书任赴朝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
五大队大队长，1953 年再赴朝鲜，以
朝中谈判代表团红十字小组代表、中
国人民志愿军释俘观察代表等身份，
出席了在板门店举行的谈判。

“父亲一生有着丰富经历，但他
总是说，在朝鲜的那几年，是他最难
忘的岁月。”陈敏书的女儿陈幼民说，
这 6 本日记，记录的正是他在朝鲜的
经历和感受，也让他们对父亲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1951 年 6 月 20 日上午，由杭州
各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疗队第五大队（以下简称

“医疗队”），在陈敏书的带领下，离开
杭州远赴朝鲜战场。此前一天，陈敏
书写下了此次远征的第一篇日记：

“在整装待发的几天中，我们得到全
市人民热烈爱戴和支援，为了答谢各
界人民的热望，我们提出保证：我们
将不怕一切困难，不怕敌人炮火的威
胁，誓与志愿军伤兵伤病员同患难、
共安危，爱护他们胜于自己，为了彻
底击毁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我们愿
贡献一切力量，甚至生命⋯⋯”

当年 7 月 12 日，医疗队抵达朝
鲜前线。陈敏书在日记中第一次记
载的战场经历，是 1951 年 7 月 18
日，在阳德医疗手术队驻地进行的，
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感动。

“这几天夜里敌机来得很勤，而
且飞得很低，在我们的上方盘旋。
为了防空，我们走了 4 个小山头去
伤员处。其中一个伤员，他的腿已
骨折，但他的战斗意识很顽强，不愿
意归国去，他记着兵团首长的话，

‘不要给我们的兵团掉脸，要勇敢地
打击美帝’。我宽慰了他一阵，另外
一位姓陈的战士是在打坦克时被坦
克上的机枪打伤了腹部，但他的精
神非常好⋯⋯”

医疗队初抵朝鲜时，第五次战役
已近尾声，驻地附近伤病员滞留较
多。为了不延误抢救，医疗队到达目
的地后，就立刻走进一座战火中幸存
的朝鲜老乡民房权充的临时手术室，
在极其简陋、闷热的条件下，投入到
抢救伤病员的紧张战斗，通宵达旦连
续奋战了25天。

“我们将不怕一切困难，
不怕敌人炮火的威胁”

——摘自陈敏书1951年6月19日的日记

“我们将不怕一切困难，
不怕敌人炮火的威胁”

——摘自陈敏书1951年6月19日的日记

“父亲生前总是说，是朝鲜的这段经历，改
变了他的人生，这次看了他的日记，我开始明
白了。”陈幼民对记者说。

在日记中，陈敏书详细记录了医疗队每一
位医疗队员的工作，记者辗转找到了两位还健
在的医护人员，从浙大二院退休的吴德桢和从
杭州医学院退休的王雪蕉。对于当年的这位
老队长，他们都有着很深的印象。

“由于天上都是飞机，我们的医院，很快从
老乡家里搬到了山洞。之后的日子，我们工作
和吃住都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吴德桢说，最
多时，陈队长一天要负责60余台手术。

据不完全统计，到朝鲜10个月，手术大队
就完成了2000多人次手术。“我们还经常主动

为伤员献血。从陈队长到每一位医护人员，都
没有丝毫犹豫。陈队长总是和我们说，战士们
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献点血算得了什
么。”王雪蕉回忆说，有一次，在陈敏书的带领
下，她和队友徐道安等集体献血1000余升，挽
救了伤员苏元祥的生命。

翻开陈敏书的日记，记者也多次看到他对
志愿军战士的敬意。比如，1952年7月29日，
他就这样写道：“如果说是谁给我们力量，我想
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那一天，陈敏书带领医
疗队员们，完成多台手术。“后来我们在学习、
工作中遇到困难，父亲总是和我们说，想一想
当年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我们这一点困难算
得了什么呢？”陈幼民回忆。

“如果说是谁给我们力量，
我想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
——摘自陈敏书1952年7月29日的日记

与战斗英雄王海（右）的合影（资料
照片）

迎来百岁生日的徐树年

徐树年（中）给青少年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给朱德当过警卫员，曾任“英雄的王海大队”政委，徐树年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百岁老兵讲述三个心愿
本报记者 梁 亮 宁夏日报研修记者 姜 璐 通讯员 黄梦婷

对着镜子，扣上风纪扣，拉直衣袖，整好衣角⋯⋯刚
过了百岁生日不久的徐树年，一穿上绿军装，顿时仿佛年
轻了好几十岁。

白发苍苍的徐老说起话来，依然思路清晰、中气十
足。他的一言一行之中，无不显现出一位军人的干练
果敢。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从中国
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到抗美援朝战争二等功，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自由奖
章、解放奖章⋯⋯这位战功赫赫的百岁老人，心中对祖国
自然有着不一样的深厚情感。

“我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没什么所求。”徐老告诉记者，
他现在所有的心愿都和这片让他深爱的土地有关。

徐老的抽屉里，珍藏着一张崭新的收
款凭证。那是他今年 2 月底上交 1 万元特
殊党费的证明。

一向生活节俭的徐老，在今年 2 月中
旬，突然向小儿子徐海缨提出要 1 万元。

“父亲解释说，今年是他入党84周年，应该
给党多作贡献。”徐海缨告诉记者，老父亲
经常一边为现在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而
喜悦，一边又为自己年迈难以再多作贡献
而焦虑。

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徐老，其实曾经 4
次中风，最严重的一回，直接导致他半身
不遂，在床上躺了9个月。

“我那时候也有点灰心，因为一直没有
起色。但一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我又告
诉自己，我是一名战士，怎么能被难倒呢？”

凭借顽强的意志，徐树年在家人和干
休所工作人员的照顾下，身体已基本康
复。现在虽然仍有四肢麻木、站立不稳等
后遗症，日常出行都需要坐轮椅，但这并
没有影响老人的乐观精神，他喜欢坐着轮
椅到四周走走看看。“我只想多看看周边
的变化。最令我欣慰的事，就是看着祖国
越来越富强美好。”

为了及时了解国家的发展变化，每天
读报也是徐树年的习惯。接受采访当天，
在正式开始前，徐老正在看当天的《解放
军报》。“我一般都会翻阅一下标题，再找
感兴趣的文章详细阅读。”《参考消息》《报
刊文摘》《浙江老年报》⋯⋯在床头柜上还
放着很多报纸。

而徐老平时还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
在自己坚持看书读报的同时，催促周边的
人学习。

省军区第九干休所工作人员焦继栋，
每逢过节都会收到徐老的礼物——一张
购书卡。“徐老待人和蔼可亲，但我一见
到他，还是有点紧张。”焦继栋说，因为徐
老一见到他，就问他最近在看什么书，还
反复叮嘱他，“现在发展越来越快，我们
每个人都得抓紧时间多学习，才能跟得上
时代，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最欣慰的事，就是看着
祖国越来越富强美好”

“最欣慰的事，就是看着
祖国越来越富强美好”

早在8年前，徐树年就瞒着家人签署
了遗体捐赠协议，那天是7月1日。

“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我
自然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国
家。”徐老对此很坦然，既不引以为傲，也从
不后悔。

这一决定，徐树年的家人和亲朋并不
觉得意外，因为他平时教育后辈说得最多
的，也是“感恩”。大女儿徐访苏说：“父亲
总是会感叹，说他得到了很多，奉献却还
远远不够。”

1938 年，徐树年加入八路军。因为
年纪小、头脑灵活、行动敏捷，他成为了
通讯员。从老家河北蠡县行至山西灵邱
县时，与日军狭路相逢，徐树年在战场上
冒死穿梭，传递各种指令。“战况非常激

烈，看着一个个战友倒在眼前，我却来不
及多看一眼，必须含泪往前跑，”徐老哽
咽道，“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换
来了胜利。”

在今年的百岁生日会上，徐树年又
一次向党深情告白；“没有共产党培养教
育亲切的关怀，就没有我徐树年的今天。”

参军前，徐树年只断断续续上了两
年小学，“连手表都看不懂”。虽然在战
场上积累了很多战斗经验，但是文化知
识方面依然是他的短板。

1942年，经过层层选拔，满足“忠诚
老实，政治坚定，灵活机动，接受过作战
考验”四点要求的徐树年成为了朱德的
警卫员。

“有一次，朱总司令把我问住了。”回

忆起那天，徐老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徐
树年刚到朱德身边工作不久，朱德在了
解他个人情况时得知徐树年是河北人，
便随口问道，“小鬼，你既然是河北人，那
么我来问你，这个地方为啥叫河北省呢？”

“你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是智慧的
钥匙，学习就好比人身上的血液要流动
一样，不能停，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
为何革命，怎么样革命。”朱德的一席话
深深地印在了徐树年的心中。

1950年，徐树年成为志愿军空三师
九团飞行一大队政委，而这支队伍正是
创下击落击伤 29 架敌机的赫赫战绩的

“英雄的王海大队”，一举打破美国空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产生了王海、孙生
禄、焦景文等一批战斗英雄。

“我要把一切都献给党和国家”

走进徐老的家，面积不大，布置简单，卧室里的桌
椅、床铺、衣柜，都看得出斑驳的痕迹。大女儿徐访苏
多次想把旧家具换掉，但都被父亲以“修修还能用”为
由婉拒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朱老总曾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
们部队与人民同甘共苦。”几十年来，虽然岗位不断发生
变化，但徐树年在生活上一直很节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朱老总从不搞半点特殊，他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
不愿意换新的。”入党84年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一件小
事，有战士看到总司令的衣服实在太破，悄悄给换了一件
新的，却被朱德严厉批评：“一件衣服可以穿9年，现在才
穿了几年怎么能换呢？”

“我虽然离休了，但政治思想没有离休”，这些年来，
徐树年依然时刻鞭策自己。在他的笔记本里，写着这样
一段话：“即便坐名车，住洋房，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
义？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海中月亮，一切都是空的⋯⋯”

不仅如此，徐老还曾担任5所学校的辅导员，为青少
年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为传播红色星
火继续发光发热。

第九干休所门诊部主任傅世堂清楚地记得，有一次
徐树年计划给学生作报告，但当时他感冒未愈，身体状况
不佳，傅世堂就建议他暂缓外出。“孩子们能抽出时间不
容易，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耽误大家的事。”最后，徐树
年坚持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报告。

现在身体不如从前，无法外出讲课，但令徐老最开心
的事，就是接待前来学习的小朋友们。

“优良的革命传统，
应该永远传承下去”
“优良的革命传统，
应该永远传承下去”

①在朝鲜工作的陈敏书（资料照片）
②陈敏书写的日记
③家人捐出的陈敏书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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