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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号”驾驶员的奇人奇事
闫树军

董来扶加入革
命队伍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在敌人的
眼皮底下“抢”坦
克 。 锦 州 战 场 上 ，
董来扶驾驶“老头
车 ” 立 下 赫 赫 战
功，被写进了 《东
北装甲兵战史》。打
天津，董来扶开着

“功臣号”，再立大
功 。 参 加 开 国 大
典，接受毛泽东主
席检阅，他和“功
臣号”一起，名扬
天下。抗美援朝的
马良山战役，董来
扶亲自指挥，英军
王牌败在了他所在
坦克连的炮火下。

抗美援朝战争时，董来扶担任坦克二连
连长。

马良山战斗是解放军装甲兵史上的一个
辉煌战例。多年后，董来扶依然记忆犹新：

“马良山战斗前，我回国参加1951年国庆观
礼。战斗打响后，我才赶回连队。开始是副
指导员柴景琛指挥，后来我参加了指挥。”

马良山位于朝鲜涟川西北，距临津江4公
里。这座山有3个鼎立的高峰，形如马蹄，地
势险要，是双方必争之地。

马良山被志愿军先行占领。英、美两军
每天以近两个团的兵力对马良山进行多梯队
的轮番攻击，每天发射炮弹3万多发。

由于寡不敌众，马良山和高旺山地区的
防御阵地 199.4 高地和 238 高地失守。随后
207.5高地、高旺山主峰东侧的无名高地也相
继失守。10 月 4 日,高旺山主峰 354.9 高地、
227高地又失守，敌人直逼马良山。

10月 5日，敌我双方争夺马良山的战斗
打响了。敌人在3个小时的炮火攻击后，又用
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在50余辆坦克、40余架
飞机及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向我军连续进攻
……在6天的激战中，马良山经过了失守、夺
回，再失守、再夺回的反复争夺。虽然中国
人民志愿军歼敌2000多名，击落击毁敌人飞
机20多架、坦克6辆，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枪支
弹药。但还是在英、美两军联手强攻中，由
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占领了马良山，志愿军一
时处于被动局面。

危急时刻，上级命令董来扶任连长的坦
克二连和坦克四连，配属六十四军一九一师
一个团，反攻马良山。

在马良山主峰防守的是英军皇家苏格兰
团一营，这个营的营长曾转战日本、法国、
德国和非洲战场，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占领
主峰后，这个营长命令部属构筑了由明碉暗
堡组成的多层地堡群，前沿设有10米宽的铁
丝网，以及由手拉雷、脚踏雷、照明雷构成
的混合雷场。

11月4日下午3时，总攻开始。志愿军两
个坦克连掩护步兵冲向主峰。坦克兵把第一
排炮弹送上敌阵地，敌人占领的 216、280、

走向胜利
董来扶是山东诸城人，1929年9月出生在一个贫苦

农家。13岁那年，他只身一人来到沈阳，在一家日本人开
的钢材株式会社当整理工。

在工厂里，董来扶勤奋好学，修理技艺日渐精湛。因
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也学会了一些半生不熟的日语，日
后，这两样都派上了大用场。

1945年 8月，日军宣布投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
部干部高克潜行进驻沈阳。10月，17岁的董来扶参加革
命队伍，给高克当警卫员。

11月中旬，高克在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侦察
时，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日式坦克，立即向自治军副司令
员吕正操作了汇报，并主动要求带人去收缴坦克。

吕正操副司令员同意了他的请求。尔后，高克带着董
来扶等几名战士隐蔽在工厂周围。董来扶向高克请战：乔
装去侦察，寻找机会，把坦克开回来。

高克对董来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到
万不得已，不能暴露，不能白白牺牲性命。还有，这辆坦克
关系到我军坦克史上“从无到有”的突破！只有把这辆坦
克开回来，我们才算取得胜利，才是成功！

接下来的几天里，董来扶穿着一件破棉袄，戴着破礼
帽，一身土不土、洋不洋的打扮，在修理厂附近转悠。很
快，凭借他那满脸的憨厚，再加之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
董来扶混进了修理厂，并在工厂内中国修理工的帮助下，
和几个日本修理工也混熟了。

这是个国民党军控制的工厂。国民党军每天监督抢
修坦克。“修好坦克，就放他们回日本”的口头承诺，给几
个日本修理工带来盼头，所以这几个日本修理工很下功
夫。几天后，一个日本修理工咧嘴笑着说：“坦克修好了。”

董来扶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甚喜，急忙将这重要情
报向高克作了汇报。

高克马上召开会议，进行战前准备，目标就是把修好
的坦克“抢”出来。他们周密策划，反复推演方案，研究各
种可能突发的情况和应急处置方案。

高克和董来扶在工厂内中国修理工的帮助下，混进
工厂，两人佯装试车，爬上那辆修好的坦克。他俩发动坦
克后，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守卫并未提防。突然，高克一
拉操纵杆，加大油门，向大门冲去。敌人发觉不对劲，惊慌
开枪射击，坦克如猛虎下山，迅猛地往门外冲，想关门的
几个国民党军被撞得飞出老远，坦克吼叫着破门而出。

高克和董来扶将这辆坦克开到预先联系好的场院，
用谷草掩盖起来。

11月28日，上级指示向通化地区转移。行至沈阳郊
区小轿子屯时，坦克发生故障，难以前进。高克为确保这
辆坦克能派上大用场，积极与上级和兄弟部队取得联系，
等待接应。

此时，延安炮兵学校已抵达沈阳。炮校校长朱瑞一到
沈阳，就指定孙三、刘大祥专门负责收集日军遗弃坦克。
在得知高克受困后，立即派遣刘大祥带一个警卫排前来
接应，高克和董来扶最终将这辆坦克安全地开到沈阳东
郊炮校驻地马家湾子。

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董来扶也成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坦克驾驶员。

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

1946 年冬，坦克大队全部转移到通化。就在这
时，在通化发生了残余日伪人员叛乱事件：2月3日凌
晨4时，万余名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武装暴乱，计划一举
拿下通化。

因为暴乱前夕我地下党就获悉了情报，于是将一些
关东军指挥官秘密关押了起来。后来，关押地点被泄
露，日军围攻关押地点。危急时刻，我方守卫人员将关
押人员进行紧急处置，防止局势恶化。

这天，董来扶在车库门口看到一个日本俘虏正与警
卫战士争吵。起因是日本俘虏谎称接到命令，让他去发
动坦克。警卫战士坚持说，他没有接到命令，任何人都
不能进车库。

董来扶见此，将计就计说：“上级命令，坦克不发
动了，跟我到队部走一趟。”在队部，董来扶向高克轻
声耳语几句。高克一听，喝令到“搜！”

董来扶箭步上前，在日俘钱夹左上角发现一个折叠
得很小的“物件”，展开一看，是一块用降落伞布做的
白长方巾，上写“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董
来扶和高克队长正在看日文时，这个壮实的日本俘虏猛
地冲上前，对准他俩前胸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
被这突来的一拳，打了个踉跄。日军俘虏乘机夺门
而去。

院内响起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哨，解放军战士迅速拿
下这个日本俘虏，又直奔日本俘虏的住处。在日本俘虏
的住处，董来扶发现一个枕头下面露出一个白色的布
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日本俘虏钱夹里的白色长方巾
一样，只是上面写的是“队员”而不是“队长”。

解放军战士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
被子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是国民党地下武装想串通日
本人搞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和武器。白色长方巾是暴
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当
时他们正在屋内等待暴动的信号——电灯三灭三亮。

突击审讯时，一个日本俘虏说有6枚手榴弹已经装
进了坦克。董来扶听到后，发疯般地跑向车库，果然在
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

“坦克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犟脾气上来了。从那
之后，我就和坦克吃住在一起！”回忆起往事，董来
扶说。

“老头车”差点被毁

1946 年 4 月初，吉辽军区所属部队
及第7师包围了长春。长春之战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装甲兵作战史的起点。

1947年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司令
部发出命令，以战车大队为基础扩建战车
团。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战
车团。

由坦克大队到战车团，董来扶一直没
有离开那辆“抢”来的坦克。因这辆坦克
无编号，型号老，且多处有“伤”，常出
故障，所以当时就给这辆坦克起了一个外
号，叫“老头车”。但在董来扶眼里，这
辆坦克就是“铁宝贝”，对它细心呵护。
在冬季，为了防止坦克发动不起来，董来
扶每次战前都先在坦克里燃起炭火，用来
保持温度，确保一次就能发动坦克。由于
坦克室内空间小，他每次都被熏成个黑
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掉进煤堆
里，不龇牙就找不着人”。

正是他对坦克的精心保养，始终让坦
克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从而使他在锦州
攻坚战上，立下功劳。

打锦州是我军坦克首次参加的大规模
城市攻坚战。我军战车团以15辆坦克配
合步兵，强攻国民党范汉杰集团10万大
军固守的锦州城。

1948年10月14日10时45分，总攻
开始了。坦克引导步兵前进。敌人的炮弹
密集地向坦克袭来。但坦克手们毫不畏
惧，经过实战历练的董来扶，驾驶着“老
头车”不断变换行进路线，急速地走出

“之”字形，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炮
火。在总结这次战役时，董来扶写道：

敌人的枪弹、炮弹密集地连飞鸟都难
通过。冲锋的步兵纷纷倒在血泊中，我心
里像刀割一样。关键时刻，我驾驶的那辆

“老头车”也掉到沟里，车底被东西卡住
了。坐在车里的指导员陈明急了，大声喊
着：“董来扶你不把车开出来，我毙了你！”

由于敌军炮火猛烈，“老头车”5次
发生故障，董来扶冒着敌人的炮火，钻出
了坦克，排除了车底障碍，驾着“老头
车”冲了上去，炮手几炮便把东面城墙的
碉堡全部摧毁，步兵蜂拥而上。

在城内的巷战中，敌人的一门37战防
炮从后面连发两炮，其中一发炮弹打中

“老头车”，指导员陈明的手指被炸掉一
个，炮塔钢板被打了几个小洞，机油箱也
被打漏了。董来扶见此急将坦克原地转了
180度，一炮就把敌人的战防炮送上了天。

董来扶抢修好坦克，又继续前进。快
到火车站时，他看到步兵又倒了一片。原
来，火车厢是敌人的活动暗堡，机枪子弹
是从那里射出来的。董来扶沉着冷静，与
炮手配合，仅两发炮弹就干掉了敌人的活
动暗堡。随后又干掉敌人三个地碉和一个
炮楼。打炮楼打出了经验，一炮打腿，一
炮打顶，一下子就解决战斗，董来扶时常
津津乐道地回忆这段故事，并取名为“多
快好省”打炮楼。

董来扶驾驶“老头车”在这次战斗
中，还单车深入，一直冲到了范汉杰的司
令部，几炮过去，敌人就举出了白旗。

“老头车”在老城内整整打了一圈。
战后，团首长夸董来扶坦克开得好，

董来扶看着指导员陈明，笑着说：“开不
好，指导员要枪毙我。”一听这话，大家
笑得合不上嘴了。在《东北装甲兵战史》
中记载了董来扶和他的“老头车”：锦州
战役，董来扶驾驶“老头车”，从冲击铁
桥、激烈巷战到老城攻坚，连续作战，

“老头车”5次“负伤”，全车乘员英勇顽
强，孤兵作战，机智果敢，边打边修，掩
护步兵全歼老城一万守敌。

此战，董来扶荣立一大功，他驾驶的
“老头车”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
名为“功臣号”。

辽沈战役后，东北战车部队稍事休整
后即随野战军主力入关。董来扶和他驾驶
的“功臣号”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天津攻
坚战，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
次坦克攻坚战。

1949年1月14日10时，解放天津的
总攻开始。

15日早晨，正在准备进攻的“功臣
号”遭到敌人的一发炮弹袭击。董来扶凭
着经验判断，是直瞄火炮打出的，这种火
炮对坦克伤害很大。但此时，董来扶毫不
犹豫地开着坦克冲了上去，集中火力把敌
人海光寺指挥所轰炸成一片废墟。各路大
军在坦克率领下会师金汤桥，并将天津分
割数块。在距敌人200米左右的地方，我
军再次被困，敌人两个地堡射出的子弹打
在坦克甲板上，把步兵压制得难以进攻。

“功臣号”再次冲上前，几发炮弹炸哑了
这两个火力点。

天津突破，“功臣号”全体人员荣立一
等功，董来扶再立一次大功。《东北装甲兵
战史》中对坦克一师的前身——东北战车
团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天津攻坚战，是解
放战争期间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
的一次，也是坦克与步兵、炮兵和工兵协
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坦克兵的参战，
明显地增强了整体的突击威力，把解放军
传统的攻坚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老头车”成为“功臣号”

北平和平解放的文本协议签订后，刚
刚进行完修整的“功臣号”，接到了新的
任务：担任北平外围防御，参加北平和平
解放入城式。

2月3日，“功臣号”参加了北平入城
式，其铁甲雄威驶过东交民巷。

3月25日，“功臣号”参加了中共中
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的当天在西
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接受毛泽东主席和
朱德总司令的检阅。

“一切都是机密的。最初并不知道是参
加开国阅兵。但参加重要的庆祝活动是知道
的。”“参训之初，我就和战友们一起把坦克
从里到外清理得一尘不染，又从上到下喷了
一遍油漆。随着训练的工作量加大，特别是
整团坦克的合训，加之单位学习文件，知道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再后来，任务就非常明
确了，参加开国大典。”董来扶对这一切记
忆深刻，回想往事，满脸幸福。

整团进行合练，是在卢沟桥下。任务
重，时间紧，这时的训练强度很大，通常
是从黎明到黄昏，就在卢沟桥下的河滩里
紧张训练。当时的卢沟桥，河滩内到处是
黄沙，经常刮风，“训练时，就在河滩训
练场吃饭，小米干饭或馒头，饭里都是沙
子，挑都没法挑，馒头一咬就‘嘎吱嘎
吱’直响。”吃住条件差能克服，保持阅
兵阵型也不难，最让坦克驾驶员头疼的是

坦克熄火问题。在训练场上，大家集思广
益，各献高招妙招。最好的办法就是随时
检修坦克，始终让坦克保持在最佳状态。

1949年 9月 30日，董来扶驾驶“功
臣号”，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指定地
点。董来扶说：“我们乘组兴奋得彻夜没
合眼，尽管白天已经把炮管和坦克擦得锃
亮锃亮的了，但到指定地点后，又趁着夜
晚的路灯，反复地对坦克进行擦洗。脸不
洗没事，但坦克不擦可不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午，我们部队吃
的是高粱米煮白薯和咸菜，“虽没啥好吃
的，也没有加菜，但那感觉可比现在吃山
珍海味还香！”

参阅的每辆坦克有车长、正副驾驶、
炮手和机枪手5人。董来扶是“功臣号”
的车长兼正驾驶。坦克兵们穿着统一的人
字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坦克帽，一个个
威风凛凛地站在坦克旁，等待着检阅。

扩音器里传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的命令：“分列式开始。”

董来扶率先驾驶着“功臣号”驶在坦
克方队最前面。

坦克手们相互鼓励、相互加油又相互提
醒，大家都想多看一看毛主席。这一想法的
涌动，坦克就有了一点点向右，朝着天安门
城楼方向偏移。站在董来扶肩膀上的擎旗
手，马上用力踩了一下左脚，给董来扶提
示：偏右，要注意往左来一点点……

也就在“功臣号”出现在天安门前
时，9位摄影师不约而同地对这辆立下战
功的坦克进行拍照，为历史留下永远的红
色经典。

幸福往往不期而至。如果说，在开国
大典阅兵式上，董来扶是在坦克内接受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么在 1950 年 9
月则是最近距离的接触。25日全国战斗
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董来扶被授予

“坦克战斗英雄”称号。作为装甲兵的代
表，董来扶在会议后的宴会上向毛泽东敬
了酒，毛泽东那慈祥的笑容，深深地烙印
在他的脑海中。

开国大典受阅

19491949年年1010月月11日日““功臣号功臣号””驶过天安门驶过天安门

317三个高地应声腾起浓烟，其工事和地堡被
击中达90%以上。坦克火炮攻击15分钟后，由
步兵轻武器射击。英军以为志愿军步兵已经接
近他们阵地前沿，于是纷纷跑出工事阻击。这
时，坦克火炮进行第二次火力速射，敌人被炸
得血肉横飞，暴露的明碉暗堡也大都被志愿军
坦克摧毁。

在第二次火力袭击15分钟之后，英军4
个炮群一齐开火，炮弹如狂风暴雨般飞向志愿
军坦克。紧接着，13架敌机连续5次向志愿
军进攻部队轮番轰炸、扫射，炸弹、汽油弹如
雨点般从天而降，二连的两辆坦克被燃烧弹击
中。此时，离步兵向主峰发起冲击还差两分
钟。董来扶指挥战士们纷纷跳出坦克，拼命扑
打大火，炮手始终没有停止射击。

坦克上的大火很快被扑灭，英军残存火力
点也全部被摧毁。志愿军步兵按时发起冲击，
顺利占领马良山主峰，夺回马良山317高地和
216.8高地。英军皇家苏格兰团的500余名官
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幸存的48名
英军官兵则举手投降。事后，在被坦克打垮的
碉堡中，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

马良山战斗，坦克二连荣立集体二等功，
董来扶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功臣号”坦克被
列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序列。1959年7月，董来
扶护送“功臣号”坦克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并建议把战争中更换的57毫米炮换回
原来的47毫米炮。董来扶说：“以历史之真，
传历史之实。让世人参观，就应恢复原貌，才
能永远记住它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

（本文作者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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