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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洪晨

“我的亲人里，有一位可敬的老党员、
革命者。他与你们是同行，曾在新华社工
作。他是三门悬渚人，名叫骆风。”不久前，
一位名叫俞高临的读者联系我们。

63 岁的老俞是《台州日报》的忠实读
者，在本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开辟的“领航”专栏中读到许多台州革命志
士的英雄事迹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
故事。

老俞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旧书《骆风诗
集》，书中收集了大量诗歌、版画以及篆刻
作品。诗集的作者骆风，是老俞爷爷的堂
弟。虽从未谋面，老俞通过搜集和阅读资
料，对这位亲人的事迹如数家珍。

后来，我们辗转联系到骆风定居在北
京的长子骆汉城。在他的叙述下，这位台州
革命者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生动。

一

骆风原名俞圣舟，1919年出生，幼年曾
就读于三门悬渚小学、海游小学、亭山小学，
后进入临海回浦中学、天台大公中学读书，
1937年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

学生时代的骆风是一名文学艺术爱好
者。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报刊上发表
过充满激情的抗战诗和散文，以及线条刚
劲的抗战版画。

1938年 12月，骆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
10月入伍，在新四军江苏昆山游击区担任
歇马桥特支组织委员，公开身份是民运工
作干部。

1941年 4月，骆风调到江南社，开始从
事新闻工作。

江南社是中共路东特委的宣传出版机
构。除出版《大众报》以外，还出版综合性杂
志《江南》。当时，《大众报》的副刊《大众园
地》就由骆风编辑。

《大众园地》拥有大批的读者，除地方
工作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以外，还有当地许
多知识青年，稿件经常是“编一余四”（即编
一期还余四期的积稿）的。

骆风对每一篇来稿都仔细审阅，经过审
阅的稿件分成四类：甲类是基本可用、部分
可用的；乙类是经过补充和改写以后可用
的；丙类是稿子虽不能用，但其中某一点有
可取之处，可以请作者就此再写一篇的；丁
类是不能用的。对于乙、丙、丁三类稿件，骆
风逐篇给作者写信，再征求作者意见。作者
们对骆风这种处理稿件的方式十分赞赏。

“编者应该跟作者成为挚友。”这是骆
风总结的一条工作经验。以后，他每调到
一个新闻出版单位，都经常向新闻同仁讲
述这条经验。

二

1941年 10月初，骆风调到苏中三地委
的《江潮报》担任副主编。1943年春天，骆风
调到浙东区党委，担任新华社浙东分社特
派记者，这是他从事新华社工作的开始。

1943年 6月，骆风去余姚、上虞地区采

访，获悉国民党特务人员和余姚城内的日
伪人员相互勾结的情况，待我军设法进一
步查清事实后，骆风让通讯员连夜将材料
送交浙东区党委。

这件事以后，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分
社的负责人提出，每个记者外出采访，除了
写公开报道的消息以外，还要注意收集不
能公开报道的参考消息。

新华社浙东分社发“内部参考消息”，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骆风在浙东工作期间笔耕不辍，有段
时间，每期《新浙东报》上的本区消息几乎
都是他采写的。

1943年 7月，他报道了浙东敌后各界
民众代表集会，坚决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国
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1943年 11月，他在
前线阵地写道，“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爆
发，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贺钺芳部等顽军
向我四明山、大岚山阵地猛烈进攻，我军奋
战终日将顽军全部击溃”；1944年元旦，骆
风随军奔袭章家埠，在曹娥江边写道，“我
军元旦奔袭章家埠，打击国民党‘挺进第五
纵队’”；1945年 11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
无条件投降，浙东人民沉浸在抗日战争最
后胜利的欢欣之中》稿件的一部分材料，也
由骆风提供……

新华社浙东分社和《新浙东报》是一个
工作单位，骆风同时也是《新浙东报》编委、
采访室主任。在我军自卫反击战中，他曾带
领地方武装一个排进入上虞城，抢运出当
时《新浙东报》需要的印刷机。

在浙东自卫反击战中，骆风连续9个多
月随部队行动，除了采访消息以外，还经常
跟政工干部一起帮助组织担架队，或代表

部队向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烧杀的困难群
众进行慰问和宣传。

三

1946年3月，骆风调到新华社东北总分
社工作。同年10月，骆风担任《辽宁日报》总编
辑，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编辑部长、采编主任。

这时，一批本地知识青年加入了报社。他
们热爱新闻工作，但文字水平普遍不高。骆风
特地编写了一本《词句方法》，每天晚上发完
稿以后，给青年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由
于青年们缺乏新闻写作基本知识，骆风又编
写了《新闻写作诸问题》，以青年们自己所写
的稿件为例，利用工作间隙给他们讲授。

从 1947年 5月到 1950年底，三年多时
间里，骆风除了外出参加会议，日日夜夜都
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审 改稿件，经常白
天 工 作 八 九 个 小 时 以
后，晚上还要工作到深
夜，有时甚至到第二天
凌晨。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
以后，骆风曾赴朝鲜，
帮助朝鲜重建朝通社，
并发回了大量志愿军
抗击侵略者的报道。

1953年5月上旬，
骆风调到新华社总社，
在国内新闻编辑部任
副主任，主要分管工
业组，同时兼管民族
组、内部参考组和国
内资料组。1958年9

月以后，骆风被借调到前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
国家计委等，帮助编辑内部刊物。

四

1982年，骆风从国家计委岗位上离休。
骆风的夫人陈玉珍回忆，离休后的生活

对骆风来说，是做学问和著撰的黄金时期。在
前5年，他的编著、专著就达到450多万字。

此时，还有不少人请骆风帮忙看稿、改稿，
他从不推脱，义务为有需要的新闻同仁帮忙。

除了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骆风在篆
刻艺术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研究印章篆刻数十年，像研究语法
一样认真刻苦。

他把西洋图案的某些技法跟我国传统
图案的技法相结合，运用于篆刻章法结构
之中。有一位老同志在一本刊物上看到骆

风篆刻的图章印以后，给骆风写信说：
“你的篆刻，不但可看性强，给
人一种美的享受；而且耐看性
也强，经得起细看，从中可以领
略你在书法、章法和刀法方面
的高深造诣。”

“骆风自 1982年离休以来，
包括星期天在内，几乎没有一天是
空闲着的……他这样忙，究竟忙的
什么呢？除了读书以外，就是编书，
写作；为别人修改文稿；篆刻图章；
教育自己的子女。”国家计委老干部
局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2005年 7月，这位毕生为新闻
事业献身的老人于北京逝世，享年
86岁。

抗日战争期间，他跟随部队行动，采访报道前线战况；抗美援朝时期，他奔赴朝鲜，发回大量志愿军英
勇作战的报道；新中国建设时期，他兢兢业业编写稿件、书籍，将一生奉献给了新闻事业——

时代记录者骆风
骆 风 在 篆 刻骆 风 在 篆 刻

图章图章。。（（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彭 洁

拾级而上，一座铜像矗立在那里。
周围青山绿树环绕，空旷而肃穆。他身

着军装，头戴飞行员帽，面容坚毅，目光如
炬，静静地凝视着那片他曾用热血捍卫的
天空，下方的黑色砖石上清晰地刻印着他
的名字——“人民功臣王崑”——他曾在抗
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击落敌机3架、击
伤2架，开创了我军击落敌机飞行员飞行时
间最短记录，取得了抗美援朝首次空中反
击战的胜利。

这里是位于路桥某地的东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旅，是王崑曾服役过的部队，它还
有个更响亮的名字——“海空雄鹰团”。

英雄王崑

1952年8月6日清晨，美军的轰炸机群
突然向中国边境鸭绿江袭来。中国人民志
愿军某飞行大队起飞迎敌，敌机逃窜而去。

就在飞行大队返航经过铁山半岛上空
时，飞行员王崑突然接到地面指挥所通报：

“在你左前方出现 4 架美国 F－86 型战斗
机，请立即通知编队并做好战斗准备。”

“明白！”王崑一面仔细向前搜索，一面
警惕后方可能发生的偷袭。此时的王崑，算
不上一位经验老到的飞行员，他的飞行时
长仅 80多个小时，驾驶米格-15喷气式战
斗机飞行也不过 20多个小时，但他丝毫不
惧，勇猛果敢又沉着冷静。王崑很快发现敌
机已逼近编队上空，其中靠前的两架敌机
甚至紧紧“咬”住了副大队长马致荣和僚机
张振儒。

情况万分危急！
王崑一边向指挥所报告，一面迅速调转

机头上升倒转，从侧方朝着敌机直扑而去。
眼看敌机已经瞄准了僚机张振儒，王崑迅速
蹬舵，一个加速猛扑上去，当距离敌机约300
米时，他已经将射击光环完全套住了敌机。

王崑用力扣动扳机，三炮齐发，连续两
次射击。

在密密麻麻的火光中，最前方的那架
敌机发出一声巨响，凌空爆炸，化作一团火
球栽下云头。王崑稍微调整了角度，又向第
二架敌机发起猛攻……

在敌人仓皇导致阵型大乱时，副大队
长马致荣也趁机击落了一架敌机，大队机
群转危为安。

王崑也开创了我军击落敌机飞行员飞
行时间最短记录，取得了抗美援朝首次空
中反击战的胜利。

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王崑还创造了
许多的奇迹。

1953年，王崑和僚机王海成以驾驶油

量表均已指“0”的飞机，从跑道两端同时对
头安全着陆，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双机对
头着陆的奇迹；1955年，在东海海面，王崑
和战友首次超低空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
PBY型飞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喷气式
战斗机超低空歼敌的奇迹……

1958年，台湾方面经常派飞机袭扰福
州，8月，中央军委决定派航空兵部队进驻
福州机场。于是，王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第
10团一起转场福建。

10月 21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
芳随慰问团来到福建前线，为官兵演出。但
王崑却主动申请担任战斗值班，把观看演
出的机会让给了其他战友。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 11时 6分，国民党
的飞机贸然来犯，王崑与3名战友紧急驾机
起飞迎敌。当飞机飞到 10500米的高空时，
王崑的飞机却突然失控，急速倾斜下坠。僚
机田怀春紧急向他呼唤，却见他的飞机机
头稍稍拉起，接着又猛地向下栽去。

田怀春急忙驾机飞到王崑的飞机侧
面，却见他埋头倒在座舱里，已经昏迷不
醒。田怀春急了，喊道：“王崑，王崑！你拉起
机头，拉起机头！”地面指挥所也紧急呼叫
他拉起机头。

但王崑没有丝毫反应。
多年的胃溃疡病，在这次紧急起飞后

突然发作，剧烈的疼痛让王崑陷入了昏迷。
王崑再也没有醒来。飞机，如流星一般急

速坠落，坠落在福建屏南县的高山密林中。
27岁的王崑，用生命染红了那片他守

卫的天空……

海空雄鹰

1956年，王崑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
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得到了毛主席
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道：“你
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

“我叫王崑，是一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
“打下过敌机吗？”
“打下过。”
“在什么地方，打下了几架敌机？”
王崑细细地说了。毛主席听完，非常高

兴，“很好啊！我记住你了，也记住你们团
了。祝你们多打胜仗！”

这个被毛主席“记住”的团，就是原航
四师所属航十团。1965年 12月 29日，该团
被国防部授予“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

将历史的指针向前拨——
“海空雄鹰团”的前身是一个陆军团，

英勇无畏，所向披靡。1951年转为空军，建
团不到一年，就飞赴朝鲜战场。1954年该团
加入海军序列，开赴浙东前沿，在争夺浙闽
沿海制空权的战斗中，击落敌机 4架，击伤
3架，被彭德怀元帅称赞：“打出了我军的威
风，为人民立了功！”

在鲜血与火炮的洗礼中，“海空雄鹰
团”赢得了“毛主席三次点将”的巨大殊荣。

1958年 8月，国民党军飞机袭扰福州，
彭德怀元帅向毛主席建议派海军航空兵第
四师十团去，毛主席说：“好，就派十团去！”
这是第一次点将。

1964年起，国民党空军启用号称“高炮
打不着、导弹瞄不准、飞机追不上”的美制

RF-101高空侦察机。1964年 11月，毛主席
看完总参谋部送来的一份情报后，沉思片
刻说：“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四师，四师
有一个十团吗？请他们去一趟……”一个月
后，只飞过三个起落的副团长王鸿喜驾歼-
6战机奉命迎敌，一举将RF-101型战机击
落。这是第二次点将。

1964年 8月，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
号侵入北部湾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武装
挑衅，并派出飞机连续轰炸越南北方，制造
了震撼世界的“北部湾事件”。1965年 1月，
面对狼烟四起的南中国海，毛主席问：“十
团在哪里？”航十团奉命出征，转进海南。不
到半年，击落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 3架、F-
104C型战斗轰炸机1架。这是第三次点将。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侵略和维护祖
国统一斗争中，“海空雄鹰团”几乎经历和见
证了所有的海空战斗，取得了击落、击伤45
架敌机的战绩，创下了同温层开炮、零高度
歼敌、双机对头着陆等世界空战史上的8个
首创，涌现出王崑、舒积成、王鸿喜、高翔等
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全团涌现出
英模人物140多名，40多名英模代表受到毛
主席亲切接见、70多名英模代表受到周总理
亲切接见。老一辈海空雄鹰人用忠诚和生
命、勇敢和智慧、热血和汗水，铸就了“忠诚
善战、气霸海空”的“海空雄鹰精神”。

掀开强军新篇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海空雄鹰精神，
在这浩浩荡荡的时代中，得到了传承。

和平建设时期，该团成为海军航空兵改
装最早、机型唯一的整建制两型三代机部队。
在强军兴军的伟大时代号召下，2017年5月，
奉中央军委命令，该部改革重构，翻开了新的
历史篇章。在信息化空战时代，这支部队化成
空中利刃，从中距打到近距，从拼技术到拼意
志，创下了海军自由空战对抗先河。

每次前出查证、侦察监视、驱离外逼，
都是一场真正的战斗。8月的酷暑，担负战
斗值班的飞行员在值班期间，要穿着抗荷

服和救生背心，腰挂伞刀和手枪。作为驻守
东海前哨的部队，头盔伴枕，随时待命，早
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最大瞬时角速度、最大爬升率……从
白天到黑夜，一次普通训练就能飞出 10多
个极限数据，飞行员的胳膊上，布满了毛细
血管被压破的血点。但他们从不畏惧，以风
的速度，以雷霆之势，守护在祖国最前沿的
海空一线。

2020年12月29日，在东部战区海军航
空兵某旅军营中，建成了一个用以追忆历
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通过人民功
臣王崑雕像、“雄鹰基因”长廊、主题墙等元
素，生动全面地展示了该旅的发展历程、辉
煌战绩和功勋荣誉。

“这些发生在过去的战斗故事，我们常
讲常新。”该旅领导表示，新干部、新兵来到
军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雄鹰历史、
看雄鹰影视、唱雄鹰战歌、讲雄鹰故事”。

“‘海空雄鹰团’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
了。但真正学习聆听了那些动人心魄的战斗
故事后，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更加强烈了。
我们要传承前辈们的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
砥砺前行，在战备值班、海上维权和东海防
空识别区管控等任务一线，续写英雄部队新
的荣光。”该旅宣传科干事申屠霖辉说。

飞机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如雷一般震
开天空，一架架战机如闪电划过，又随着轰
鸣远去隐没在天际——你感到一种力量，
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那是“海空雄鹰”！

“雄鹰”亮翅，叱咤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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