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 10 月，陈明哲所在部
队接到回国休养的指令，此时，他
们已在朝鲜作战两年。

“当时一个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回来了，许多战友都永远地留在了那
片土地。”说到这，陈明哲有些哽咽。

回国后，18 岁的陈明哲被部

队派往医学院学习。中、朝、美三
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
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
停火协议，朝鲜战争胜利的消息
传回国内后，在医学院学习的陈
明哲兴奋之余落下泪水。

在医学院毕业后，陈明哲便

一直在部队担任卫生员。直到
1959 年，感染肺结核的他不再适
宜军队生活，复员到了市二医院
担任药房主任。

“很庆幸，我从部队到地方，
虽换了个岗位，可干的依然是守
卫人民健康的事。”陈明哲说。

因为当时的药品大部分标注
了英文，很快，有一定英文基础的
陈明哲被调到部队卫生部成为一
名卫生员。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志愿
军总部领取药品送到部队，再送
往前线的野战医院。”陈明哲回
忆，当时，野战医院的伤员很多，
卫生员常常不够。每次将药品送
达后，他都会留下来帮助救治伤
者，然后再继续运送下一批药品。

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陈明
哲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一次，他与一位朝鲜村民
一人牵着一头牛，运送4大箱消炎
药品到前线野战医院。深夜时
分，正当他们走在一座桥上时，突
然，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凭着作战经验，陈明哲很快
反应，这是敌机在上空盘旋。

“不好，他们可能要炸桥。”陈
明哲说，他立马拉着村民和牛向

桥的另一边跑去。
尽管他们奋力奔跑，可仍赶

不上飞机的速度。随着一声巨响
和一阵火光，桥梁立即崩塌。由
于跑得慢了一些，那位朝鲜村民
和他牵着的牛随桥一起落入冰
冷、湍急的河水中。

所幸，陈明哲死里逃生。由
于前线的伤员急需这批药品，来
不及悲伤，他只好带上剩余的药
品继续快步赶往前线野战医院。

“电影拍得很好，当年的场景
似乎又在我眼前重现了。只是，
我们当时的作战条件远比电影里
更加艰苦！”10月14日，从电影院
里 出 来 后 ，陈 明 哲 显 得 有 些 激
动。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经
历，这位耄耋老人神采飞扬。

1950 年，陈明哲从河南军政
干部学校毕业后，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42集团军的一员。当年
9 月，他所在的部队接到指令，需
要奔赴朝鲜战场。

“由于时间紧迫，每个人就发

一袋子炒面和3斤米，除了一些换
洗衣物，其他东西都不让带。”陈
明哲说，那一年，自己刚满16岁。

来不及和家人告别，他便跟随
部队从吉林过江，进入朝鲜作战。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来到朝
鲜的第一个城市是满浦，到满浦
的时候那里已被轰炸成一片焦土
了，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城市的样
子。”陈明哲说。

当时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差
距悬殊，但保家卫国的决心鼓舞
着陈明哲和战友一路向前。

“我们当时是白天在山上睡，
晚上才行军，因为白天到处都是
敌人的飞机在空中巡视。”陈明哲
回忆，当时，朝鲜已经下雪，气温
很低。衣着单薄的他们为了取
暖，会以两人为一组，将脚伸进对
方的衣服里取暖。

就这样行军了七八天，陈明
哲所在的部队终于到达黄草岭，
并开始了第一次战斗——黄草岭
阻击战。经过13个昼夜的连续奋
战，陈明哲所在部队成功抵抗了
美军的进攻，共歼敌2700余人。

87岁抗美援朝老兵看《长津湖》回忆：

当时作战条件远比电影更为艰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陈恺祺

▲日常生活中，陈明哲喜欢阅读《株洲晚报》。通讯员供图

这段时间，电影《长津湖》火爆大银幕。不少人被志愿军将
热血融进土地，誓死保卫祖国的无畏精神感动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株洲，也有一名87岁老人曾在抗美援朝
的战场上救死扶伤。他，就是市二医院原药房主任陈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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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入朝作战，打赢黄草岭阻击战

定作人随意解除合同
要担责

从事服装销售的姜女士向服装厂
发送订单，订购某几个款式衣服共计
两百件。双方约定先付定金，等全部
货物交付之后付清余款。

服装厂收到订单后，立即着手开
始制作。不久后服装厂交付了首批共
计100件衣服给姜女士。姜女士收到
货后将其上架销售，感觉销售情况不
符合预期。于是，姜女士通知服装厂
解除合同，剩余的衣服不要了。服装
厂表示剩余100件衣服已经按照合同
约定的时间制作且已经完成了 60 余
件，剩余的部分也已经全部在收尾，姜
女士如果要解除合同损失过大，故请
姜女士仍是按照合同约定安排收货并
支付全部货款。姜女士拒绝，纠纷由
此产生。

聂律师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
八十七条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
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
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定作人有解
除合同的权利，但不能损害承揽人的
权益。在本案中，服装厂已经基本完
成订单，未完成部分也在收尾阶段，如
果在这个时候，姜女士解除合同，那么
服装厂已经完成工作的部分可认为是

“损失”，姜女士应当赔偿。

▶陈明哲保存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纪念物品。通讯员供图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聂炜律师团队
公众号

聂炜律师团队每天在线及时为您
提供法律咨询。

咨询电话：
聂炜律师，13973309857
张倩律师，18273396450
联系邮箱：421107511@qq.com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

山路323号明峰银座1栋14楼

回忆战场

救死扶伤

离开部队

在前线运送药品，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虽换了个岗位，依然守卫百姓健康”

为什么中国已在太空安家
还不能忘记那些牛皮背篓?

当神舟十二号载着中国航天员首
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无数中国人仰
望星空心潮澎湃，也不可避免地想到
多年前“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带给国
人的振奋与欢欣。

老一代革命先辈常常说，没有支
前群众的小推车，就没有淮海战役的
胜利。那么你是否知道，当初中国“两
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也离不开新疆可
可托海那一个个牛皮背篓的贡献？

1964 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所使用的铍、1967年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所使用的锂、1970年第一
颗人造卫星所使用的铯、1971年第一
艘核潜艇试验所使用的钽铌等，均来
自可可托海。

当时，可可托海矿区的条件非常
艰苦，大部分的运输工作要靠人拉肩
背才能完成。于是，广大矿工自制的
牛皮背篓就成了最重要的运输工具。

由于生牛皮质地坚硬，矿工们要
负重走七八百米才能到达集中点，背
篓在他们的肩膀和背上磨出一道道血
痕和淤青。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党员团员
冲在前面做“先锋”，广大矿工主动加
班加点提高生产效率。寒风凛冽的采
矿场上，背着矿石的人群川流不息，只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多付出一滴汗水，
就能多为国家分担一分压力。

面对艰苦的条件和繁重的劳动，
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鼓舞
下，在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
下，老一辈矿工硬是用肩膀和后背撑
起了“两弹一星”科研相关材料的供给
之路。

可以说，“两弹一星”的伟大功绩
离不开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同样也
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矿工的汗水与
付出。可可托海的牛皮背篓，已然成
为中国西北边陲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
丰碑。

其实，回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些
年，百废待兴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在短时
间内在发展建设上取得堪称人间奇迹
的诸多成就，正是因为在各个领域有着
无数像可可托海矿工这样的人，在默默
地燃烧着自己的青春与激情。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中国在许多
方面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诸多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生活条件
好了，并不意味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和
传统就“过时”了，因为新时代赋予了
我们新的使命与任务。

在条件更加优越的今天，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或许无须再
用到物质层面的牛皮背篓，但精神层
面上的“牛皮背篓”决不能弃之脑后。
老一辈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光辉创
业史依旧是新一代建设者奋斗路上的

“教科书”。 (据中新网)

年轻时的于右任写过很多忧
国忧民、谴责清廷的诗篇，其中大
多都是锋芒毕露、指名道姓的讥
骂，毫不隐讳，痛快淋漓。他把这
些诗汇集成册取名《半哭半笑楼
诗集》。在诗集的扉页上，印有于
右任的照片，他披头散发，脱去上
衣，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
作奋力拼杀状，照片左右是其自
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
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曾办《民呼报》，
因其鼓吹革命，积极排满，言辞过
于激进，清政府非常不满，有官员
扬言要挖其双目。他便改《民呼
报》为《民吁报》，自挖双眼，以示
讥讽。

于右任办《民吁报》批评清政
府腐败，被当地官员诬陷入狱。
其间好友邱于寄常给他送牢饭。
于右任喜欢吃烧饼，而邱因身无
分文，无奈之下偷了烧饼，被摊贩
发现，毒打了一顿。邱只好说出
偷窃原因，摊贩说：“您要早说是
送给于右任先生，我必定分文不
收！”遂送了一堆烧饼让邱于寄带
至牢中。后来于右任知道邱被打
一事，万分感动，二人成为挚友，
40年过从甚密。

于右任喜书法、善诗联，一次
和郭沫若、吴南轩一起到北温泉
议事。当时正是暑热天气，行进
途中口干难耐，吴南轩欲购西瓜
解渴。于右任才思敏捷笑对郭、
吴道：“适才得一下联，请二位作
对。联曰：游北温泉，吃西瓜，吴
南轩作东。”

郭、吴两位大文人沉思良久，
苦无佳句。当天于、郭两人搭公
共汽车返市区，车抵上清寺时售
票员说：“到上清寺的乘客请在这
里下车。”一连说了两遍。仍然在
思考对联的于右任一听忽然来了
灵感，对郭说：“有了，有了，上联

有了。联曰：到上清寺，请下车，
于右任朝左。”原来于右任就住在
上清寺的左边。联中亦含有上下
左右四个方位词，天衣无缝。

于右任曾对人说：“我生平没
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
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
密费一概不受。袋里从不带钱，
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
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里只
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
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
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
就算了。”

于右任在台湾时年已八十，
饮食仍然是粗茶淡饭。他喜欢吃
陕西三原的硬面、宽面。有次朋

友特聘名厨请他吃面。开始端上
来的是细如丝的面条，他连说好
好，但又问有否粗些的？一会儿
又端上形如灯草的面条，又夸好
好，但不吃又问：“有否再粗一点
的？”过后端了一碗形如韭菜叶粗
的面条，于说：“比这个再宽些就
好。”厨师另给做一碗形如筷状的
面条，于大喜，连吃两碗。厨师大
有感触地说：“于先生文人不文
啊，这种面条谁都能做！”

于右任结婚时因双方家庭都
困难，女方送出 20 多斤豆腐、粉
条，于家买了两笼白菜。办喜事
这天，招待亲友吃了一顿烩菜、窝
头，皆大欢喜。

（据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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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文 人轶事

民 俗风物

“民国范儿”于右任：文人不文

党 史长廊

▲于右任。（网络供图）

拦门酒是一种少数民族传统的娶亲习俗。流行
于湘西土家族和部分苗族地区。娶亲时，当男方的
迎亲队伍来至新娘家的村寨口或门前时，女家会在
路上设障，或请来歌手在门前与男家迎亲队中的歌
手赛歌问答，并请迎亲的人们喝下备好的喜酒，以显
示女方的好客并检验男方的诚意。

苗家娶亲嫁女，亲戚朋友都要上门送礼贺喜。
好客的主人和贤惠大方的亲戚朋友，总是要把这门
喜事办得体面热闹，同时也总是要借个良好的机会
展示自己的富有，广交朋友。

主人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包谷烧酒，请来寨子
里德高望重的族老和歌师，在自家的大门口摆下大
方桌，桌子上摆满了一碗碗喷着清香的美酒。客人
来时，由主管把门的族老首先唱讲贺词，然后，客人
中最年长且声望高的长者唱答谢词。

祝贺词和答谢词之后，主人把早已想好了的农
事或家事其日常生活的要事向来客提问，接谢人随
问随答，然后由族长十分恭敬地双手举起盛满包谷
酒的酒杯，递给一个年长客人，一碗一碗地让客人们
喝下这香醇美的包谷烧酒。一切仪式做完之后，说声：

“得罪了，最尊贵的客人”，客人答一声“请不要客气，我
们都是一家人”。这时，酒门大开，拦门人很礼貌地让
开一条道路恭迎客人进屋。

拦门酒的习俗十分原始古老，它体现了苗家礼
貌待客坦诚交友的良好道德风范。

（据民俗学论坛微信公众号）

拦门酒

漆盘《龙凤呈祥》
杨莉（1949- ），四川成都人，第七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她擅长漆器、漆画设计制作
及工笔画。其作品构思精巧，手法细腻，技艺
精湛。这件《龙凤呈祥》以楠木为胎，底灰为
三灰三磨,髹以数层黑推光漆，用雕刻的装饰
手法雕出龙凤，再以金、银箔衬底，上涂数层
透明漆，打磨后与黑漆齐平，显出透明漆最为
精美的琥珀色及金边，经反复多次清光、抛
光、开漆,使其光亮透水，真是“雕镌扣器，百
技千工”。作品采用百年传承漆艺融入艺术
家的情怀，其造型金碧辉煌、工艺精巧，令人
心醉。 （本报综合）

品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