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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炮”是望江厂产的

1950 年 11月 30日，志愿军 38军
112师335团，为追击南逃美军，一路穿
插到松骨峰。松骨峰位于朝鲜价川以
南、龙源里以北，是军隅里通往平壤的公
路咽喉。

为守住松骨峰，38军将士浴血奋战，
战况惨烈，悲壮撼人。最终，38军以决绝
的英雄气概，取得阻击战决胜的奇迹。

38军在松骨峰阻击战和穿插突进
中，除了轻武器，还有不少无后坐力炮，
即国内仿制的美M18型炮。这种火炮，
就是重庆望江厂生产的。

这种炮是美国海军少校戴维斯
1914年研制出来的，但没受到重视。直
到1945年美军攻打太平洋日军盘踞的
硫磺岛时，才大量列装部队，原因是它太
有实战价值了：身量轻，可平射；威力大，
1200米的射程可穿透75毫米钢板，炸
日军碉堡、装甲车和坑道，分分钟搞定。
美军将其命名为M18型炮。

抗美援朝期间，50兵工厂全厂总动
员，加班加点，生产无后坐力炮送朝鲜前
线，成为我军作战的有力武器:38军在
松骨峰阻击战和穿插突进中，无后坐力
炮贡献巨大。当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
军司令员彭德怀在给38军的嘉奖电中，

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后，又叫回
电报员，加了一句：“38军万岁！”而打出
了“万岁军”军威的38军战士们，则将这
款无后坐力炮称为“万岁炮”。

望江厂厂长“师夷长技”

美军研制的M18型炮，怎么就成了
我军的无后坐力炮呢？这里面有一个故
事。

1945年抗战结束后，美军一个观察
组携炮来到重庆50兵工厂，在工厂旁长
江上的广阳坝试炮显摆。50兵工厂当
时的厂长是李式白，1923年同济大学工
学院毕业，曾留学德国。他一见此炮质
量过硬，便想留下这门炮。不过美国人
却“哼”了一声，哪里肯给？

李式白没有办法，于是决定把“师夷
长技”。所谓“师夷长技”，其实就是悄悄
测绘。

行动的那天夜里，少将军衔的李式
白亲自接待美国人。不胜酒力的他为让
工程师们能顺利“偷师”，大醉。美国人
也喝高了，对李式白的计谋浑然不觉。
最后，工程师们不负厚望，测得详细数
据：炮长1.55米、28个零件……

50兵工厂根据美军图纸仿造出该
炮，命名为57毫米无后坐力炮，即“57

炮”。
1948年，“57炮”在50兵工厂试制

成功。

4000门火炮助力抗美援朝

解放战争中，在二野18军进军西藏
时，这款“57炮”就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朝鲜战争打响后，为给前线
供炮，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和工
业部长段君毅，三天两头蹲在望江厂，督
促生产。

据统计，1950年至1953年，望江厂
共生产“57炮”“75炮”等无后坐力炮
4000门，炮弹100多万发，为抗美援朝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曾大肆推行“刺
猬战术”，以坦克为依托，掩护步兵作
战。当时，志愿军的反坦克武器主要是
手榴弹和炸药包，直接暴露于敌军坦克
的炮火威胁之下。加强志愿军反坦克武
器装备，迫在眉睫。危急关头，望江厂受
命负责批量生产无后坐力炮，并以最快
速度交付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同时，望
江厂的师傅与军代表组成战地服务团奔
赴前线，在坑道里办起培训班，手把手教
官兵们使用无后坐力炮。

松骨峰阻击战中，志愿军用该炮对
美军造成重创，完成了切断美军退路、合
而围歼敌人的军事目标。但美军也不是
傻子。多次交手后，美军发现自己的坦
克被志愿军“57炮”摧毁，多在1公里距
离内。于是，了解该炮技术性能的美军
很快退到1公里有效射程之外。这样一
来，美军坦克依然可以攻击志愿军，却不
受火力威胁。

关键时刻，战地服务团就地攻关，他
们通过改进瞄准方法，将炮上射表和象
限仪分度表结合使用，使“57炮”在3公
里距离内也能瞄准，且命中率不受影
响。同时，前方捷报接连传至巴渝大地，

望江厂的工人们备受鼓舞，他们一边加
紧生产，一边又紧张地开展新型无后坐
力炮的研制。

随着“57炮”越打越响，志愿军涌现
出许多反坦克英雄。五圣山阻击战，志
愿军第26军战士徐忠使用无后坐力炮
击毁敌坦克7辆，荣立特等功；1951年
秋季防御战役，志愿军第68军 203师
607团战士郑玉田，用14发炮弹击毁敌
坦克8辆，被追记特等功；1951年10月，
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2团战士胡连，
在文登公路伏击美军坦克，使用无后坐
力炮一天击毁敌坦克4辆，荣立特等功，
并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望江厂曾堪比江北城

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
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望江厂，在鼎盛
时期拥有几万名职工及家属，整个厂区
宛如一座小城，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其
所在地郭家沱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江
北城。

70多年后的暮春，我走进当年的50
兵工厂。满眼皆绿：香樟、苦楝、皂角树
像一柄柄巨伞遮天蔽日。一排排车间时
光沉淀，不少竟是穿斗结构；历经岁月淘
洗的屋檐下，鸟雀啁啾进出——所有的
老车间寂静无声。

那些当年辛苦奋斗的老兵工呢？他
们还在。他们就在郭家沱的后山上安
睡。碑下的他们头枕大山，山下是日夜
奔涌的长江。

走在望江厂的老厂区里，依然能感
受到它曾经的繁华。这些满是沧桑的建
筑，都是历史的见证。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望江厂生产的“万岁炮”
抗美援朝前线成就“万岁军”

□张卫

郭家沱，地处重庆市江北区东部、铜锣峡下口处的长江北岸之滨，东
与鱼嘴镇接壤，南与南岸区峡口镇隔江相望，西与铁山坪街道相邻，北与
渝北区玉峰山镇接壤。

这个重庆的小镇，因望江机器厂而闻名。对于许多老重庆人来说，望江厂就是
这里的标志性记忆。过去，重庆有句顺口溜：“建设的枪、长电的弹、空压坦克望江
的炮。”望江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50工厂。再早，它叫广东潖江炮厂，由
陈济棠创办。抗战爆发后，工厂奉命西迁重庆，全厂机器设备2000吨，先沿粤汉铁
路至汉口，后经卢作孚川江抢运入渝。最终，600多名员工迁徙了整整一年，才抵
达重庆郭家沱。

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重庆的兵工厂全力生产，以保障朝鲜前线的兵器供
应，其中，望江厂曾为抗美援朝前线的“万岁军”生产功勋炮。

明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彭水
知县邓大椿在县衙上吊自杀。此事《彭
水县志》等正史没有记载，成为鲜为人知
的一个历史谜团。

洪武十一年（1378年），邓大椿遗骸
被运回老家重新安葬时，同乡陈谟为他
撰写了墓志铭，并收录在自己的《海桑
集》中，《海桑集》后被编入《四库全书》，
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邓大椿是江西泰和人，乡试举人。
其远祖邓有兴是南宋有名的神童，享誉
乡野。邓有兴自幼聪慧过人，八岁时参
加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考试，考中神
童科。后又中进士，在朝为官，后补大学
士。

邓大椿成年后娶罗氏为妻，夫妻恩
爱，可好景不长，罗氏因病去世。之后，
邓大椿又娶康氏为妻，康氏生有一个儿
子名叫邓仲焕。天有不测风云，此后邓
大椿的儿子和孙子均早亡，这对他打击
巨大。

明洪武四年，邓大椿任四川省合州
石照县知县，他也是明朝的石照县首任

知县。
由于多年战乱，当时的石照县非常荒

凉，县衙杂草丛生，房屋破旧，已经荒废。
邓大椿整修官署、维修房屋，官署焕然一
新。随后他发布告示，招揽流落逃亡乡
民，帮助乡民安家生活并减免赋税，大力
发展农业生产，修复毁坏的学校房屋，恢
复办学。石照县很快就稳定下来，民众得
以休养生息，经济也得以恢复。

当年底，朝廷撤销石照县建制，邓大
椿改任重庆府涪州彭水知县。到彭水上
任后，他发现彭水偏远落后，山高坡陡，
多数百姓还是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有
的百姓无房屋，只能居住在山洞里，以蕨
菜等野菜充饥。于是，邓大椿引导教化
当地民众，打击匪寇，彭水治安秩序很快
好转，呈现出一派祥和繁荣景象。

明洪武五年初，黔江被并入彭水县，
原黔江的方县丞也到彭水任县丞。

明朝统一全国后，为尽快肃清元朝
遗留势力，在全国清理元代军户。方县
丞在黔江具体负责此事，清理出来的军
户还没来得及上报，黔江县就被撤销了，

于是只能把名册带到彭水，交给知县邓
大椿处理上报。邓大椿进行深入调查，
结果发现名册上的人员几乎都非元代军
户，就不同意上报。军户中有一个姓陈
的，知道自己在军户名册里，非常气愤，
便向朝廷举报。收到举报信，朝廷震怒，
要求彻查，兵部就派彭主事到彭水督办
清查。

当时清理元代军户一事，大多数地
方官员为逃避责任，随意“以民丁应数”，
给一些居心叵测之徒提供了机会，以至
于出现诬告现象，影响社会安定。当时，
彭水境内几乎没有元代军户。朝廷派来
的彭主事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逼着知
县邓大椿按照他的意图，上报彭水的元
代军户数。邓大椿据理力争，说：“我调
查核实，名册里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根本
不是元代军户，我不能昧着良心将老百
姓说成是军户。”彭主事威胁说：“方县丞
早将军户名册交给你了，你还敢隐瞒不
报？你若不按我的意思上报，我就参你
欺君之罪！”

邓大椿不愿做昧心之事，无奈之中

写下遗书，选择上吊自尽以保全彭水百
姓。洪武五年十二月，邓大椿在县衙上
吊自尽，彭主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
兵部，隐瞒邓大椿死亡真相，向兵部汇报
说：“举报不实，没有军户档案资料印证，
查无实据。”兵部也不愿事态扩大，本着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不了了之。

彭水民众知道邓大椿死亡真相后，
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并将之安葬在县城
边。民众感恩邓大椿，将其列入城隍祠
进行祭祀，有的民众还在家里挂上邓大
椿画像进行祭拜。

邓大椿去世后，妻子康氏无依无靠，
疾病缠身。族人们同情邓家遭遇，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承担起赡养康氏的责
任。洪武十一年，邓大椿的侄儿邓性善
千里迢迢来到彭水，将邓大椿遗骸运回
老家，重新安葬在城西南圳之原。

《海桑集》收录了《邓大椿墓志铭》，
铭曰：“生以科第发身非碌碌，死有祠祭
于盈川，不为不谷。葬而从先人于地下，
斯为不辱。呜呼！其人如玉。”

（作者单位：重庆市彭水县人大）

彭水知县舍身为民
百姓家挂画像祭拜感恩 □王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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