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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中的库里申科烈士
杨耀健

为 了 帮 助 中 国 的 抗 日 战

争，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

人员援华。从 1937 年底至 1939

年夏，苏联共派遣军事顾问和

专家 3365 人，派出志愿空军 5

个大队 2000 人和 1000 余架飞

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参

加了保卫武汉、重庆、成都、

兰州的空战，有200多位飞行员

牺牲，其中最有名的是轰炸机

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

长拉赫曼诺夫等军官。

1993 年 12 月 印 行 的 重 庆

《万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

了库里申科的事迹，笔者依据

相关史料，对英雄事迹做一些

补充。

Z 政协记忆

万县人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1939 年 11
月，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上来，万县民众自发为烈士送
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因为战时保密的原因，当时并
没有对外公布遇难烈士的姓名，只以“古将军”称之，墓碑
上也只是刻着“古大队长之墓”六个大字。

中国人民为纪念库里申科，特地在万县为他精心建造了
烈士陵园和纪念碑。1951 年春天，万县人民募捐数万元购
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库里申科”号，飞赴朝鲜前线作
战。1993年 12月印行的重庆 《万州文史资料》 第一辑，首
先记载了库里申科的事迹。

2009 年 9 月 10 日，库里申科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
年9月1日，库里申科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库里申科援华后，他的妻子塔玛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整天拿着一本中国地图，寻找一个叫“汉口”的地方。根据
部队纪律，库里申科出发时，只能告诉妻子自己要去到很远
很远的地方，执行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塔玛拉明白，这
是不能写在信上的。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打得激
烈。潜意识告诉塔玛拉，她最亲的亲人格里戈里，一定
是到了很远很远的中国。从此以后，塔玛拉每天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当天的报纸，阅读有关中国战况的
所有报道，一字一句也不放过。

有段时间，报纸报道了中国轰炸机群轰炸汉口日军基地
的消息，她读后猜想：这肯定是格里戈里和他的战友们干
的。报道中最后一句话，使她感到特别欣慰：“据悉所有轰
炸机都安全返回自己的基地。”

库里申科牺牲的噩耗传来后，塔玛拉悲痛万分。她决心
全力抚养库里申科最喜爱的女儿英娜，告慰亲爱的丈夫。至
于丈夫牺牲的经过、安葬在何处，她一概不知，也无法向女
儿说明情况。

1954年，中国留学生朱育理来到莫斯科学习，发现班上
有一名同学的名字：英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她忽
然联想到在中国被广为传颂的英雄事迹，于是告诉同学她的父
亲在中国的故事。18岁的英娜这时才知道，自幼没有见过几面
的父亲，原来是牺牲在遥远的中国，眼泪不禁喷涌而出。

1958年7月，人们将库里申科陵园从太白岩迁到西山公
园，墓碑上用中、俄两国文字书写着他的名字。同年国庆
节，中国政府向塔玛拉母女发出邀请，请她们来中国做客，
并祭扫亲人的墓园。她们先到北京参观，受到毛泽东主席与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8 年 10 月 8 日，库里申科夫人塔玛拉和女儿英娜，
第一次到万县库里申科烈士陵园扫墓。

英雄身后事

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是 1939年 6月到达成都的。
9月29日，志愿大队由库里申科指挥，轰炸日寇占领的
广州机场，炸毁日机多架，摧毁了机场油库，初战告
捷。

1939 年 10 月 2 日傍晚，成都太平寺机场。夜幕刚
刚降临，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布置任务：明天去空袭
日军占领的武汉机场。

10月 3日清晨，库里申科亲自率领 9架 DB-3重型
轰炸机，突袭武汉。那天上午，参加欢迎侵华日军总司
令西尾铸造的 1000 多名空军官兵、技术人员，便陆陆
续续赶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欢迎大会开始，西尾铸造表
彰了陆军航空队，声称将进一步“西进”，攻击中国西
南腹地。

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出现轰炸机群，炸弹像密集
的雨点一样，扑向西尾和日军，扑向停机坪上排列整齐
的飞机，扑向跑道、油库。虽然西尾铸造侥幸逃生，日
军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一队轰炸机从中国西部某
机场起飞，直捣汉口，消灭和重创日军飞机 84架，炸
死日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130人、伤300人。汽油库的
熊熊大火燃烧了3个多小时。”

神鹰出击
大破敌阵

1939年10月14日上午，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出动
20架DB-3重型轰炸机，再次攻击汉口王家墩机场。大
队长库里申科率机11架、大队长科兹洛夫率机9架，先
后自成都起飞。两队沿遂宁、江陵一线前进，至遂宁、
梁山之间，因云低遮蔽，科兹洛夫所率 9架飞机失联，
分离为6架、3架的两个编队继续前进。

正午时分，库里申科的 11 架轰炸机到达汉口王家
墩机场上空，见机场东西南停机 70余架，当即以其为
轰炸目标。12 时 20 分，科兹洛夫所率 6 架轰炸机的赶
到，随即也向机场预定目标投弹。

这次奇袭炸毁日军飞机数十架、汽油库l座，内存
汽油 5 万加仑；摧毁弹药库 4 所，内存弹药 3 万余箱；
摧毁救火车3辆，汽车40多辆。击毙日军少佐2名、机
械师60余名、陆海军官兵300余名。

这次突击，迫使日军的机场从原来离战线不超过
50公里的地方，退到离战场500-600公里的所谓“安全
地带”。事后，日军宣布此次袭击是“事变开始以来最
大的损失”。

然而，就在库里申科带队返航时，日军紧急调集
3 个飞行中队，共 26 架战斗机，穷凶极恶追堵苏联援
华空军。库里申科用无线电向各机组人员频频发出命
令，指挥大家奋勇战斗。战友们以无穷的智慧、无畏
的勇敢，在弹雨中穿梭，俯仰翻飞，上下翱翔，抓住
稍纵即逝的机会，互相掩护，集中火力狠揍敌机。在
激烈的战斗中，共有 6 架日军战斗机，被库里申科大
队击落。

日军发现库里申科的座机是领航机，3 架敌机先
后扑来。其中一架敌机被击落，但领航机遭到另一
架敌机的袭击，库里申科胸部和左肩中弹，血流如
注。稍后，领航机左翼发动机又被敌机击中，摇晃
起来。

库里申科临危不惧，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仅用单
发动机驾驶飞机，沿着长江返航。他飞过了江汉平原，
飞过了三峡东口的宜昌，飞过了云遮雾障的神女峰，飞
过了岭险峰危的瞿塘峡。进入长江三峡，他降低了高
度，寻找迫降场地。大队的其他飞机都放慢了速度，在
上空注视着领航机。

当飞到万县 （今重庆万州区） 上空，机身完全失去
平衡，不停颠簸，库里申科的伤口流血不止。他虽然筋
疲力竭，头脑却相当清醒。DB-3 轰炸机有 3 名乘员，
如果此时他和领航员谢苗·杰格佳连科、射手兼无线电
员伊万·安东诺夫一道跳伞，大家都能逃生，但他想保
护宝贵的飞机，那是他们的武器啊。

两位下级看穿了大队长的心思，不约而同地称呼着
库里申科的父名：“阿基莫维奇同志，我们生死都要与
你在一起！”

库里申科怒吼起来：“我命令你们，赶快跳伞！”这
是到中国后，两位下级第一次听见大队长发怒。

午后 2 时，下面出现大片大片的屋顶，库里申科
明白这是万县城。他用锐利的眼光扫视地形：下方是
波涛翻滚的长江，北岸有一大片沙碛，坎坷不平；长
江南岸是崇山峻岭，没有平地；只有长江江面猫儿沱
附近江心宽阔，可以迫降。于是库里申科以超人的毅
力，推动沾满鲜血的操纵杆向下。飞机开始下滑，50
米、40 米，他感觉到飞机已触及水面，便平稳地降落
在长江江面。

飞机尚未沉没时，库里申科再次命令领航员和无线
电员泅水逃生，并要求他们做记号，以便日后打捞战
机。他俩钻出机舱，脱下飞行服，先后跳水泅到江岸。

库里申科在激烈的空战中过度疲劳，加之负伤，他
实在无力爬出机舱，沉溺江底，年仅36岁。

20 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飞机后来也被打捞并修复。

壮烈牺牲
气贯长虹

库里申科首次与万县发生联系，
是在1926年的9月5日。那一天，英
帝国主义的军舰借故炮轰万县达两个
小时，发射炮弹300余发，打死打伤
军民 5000 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万县“九五惨案”。

消息传到苏联，库里申科作为雅
戈津糖厂共青团支部书记、“不许干
涉中国协会”负责人，作了措辞激烈
的演讲。他说：“我们严正抗议英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无端暴行。我们和全
苏联人民一样，要在道义上、行动
上，支持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那时他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命
运和归宿，将与中国长江边的这座遥

远的城市联系在一起。
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

科 （1903—1939 年），出生于乌克兰
基辅附近的切列宾村。父亲是老红
军，母亲死于伤寒。库里申科和两个
哥哥外出打工，养活另外两个体弱的
弟弟。一天，他碰巧遇见来自科尔申
的共青团书记，对方告诉他，州里要
在切列宾村旁组建国营农场，欢迎库
里申科来农场干活。就这样，库里申
科三兄弟成为国营农场的职工。

库里申科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
担任农场共青团负责人。他的工作成
绩和才能，获得大家—致称赞，被推
荐到速成中学去学习。毕业分配到雅
戈津糖厂，入职只几个月就被选为厂

团支部书记，承担团结青年的工作。
库里申科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到共

青团区委作指导员，奔走于各乡村之
间，分工征粮和打击反动分子。他加入
了苏联共产党，被派到马拉杰维茨区的
日纳缅卡村担任农村党支部书记。他根
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建立了集体农
庄，完成了粮食收购年度计划，并帮助
村民摆脱贫困和愚昧，走向初步温饱。

1930 年代初，库里申科参加了红
军，他应征入伍时是陆军，然而，他却
梦寐以求驾驶飞机上蓝天。当空军是他
从小的志愿。他刚进入国营农场担任运
水工人时，坐在牛车上第一次看见飞到
农场上空的飞机。他幻想自己驾机在蓝
天翱翔，像快乐的小鸟一样。

在陆军部队，库里申科成了全营的
优秀战士和神枪手，但他仍念念不忘当
空军的理想。营长了解到这位优秀战士
的志向后，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联系。

半年后，帮助库里申科转入了空军
部队。

壮士的成长

在航校，库里申科接受了极为严
峻的考验。当一次放飞快结束时，机
场已遥遥在望。突然，机身左翼的两
台发动机相继熄火，情况万分紧急，
稍一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库里申科
没有惊慌失措，他运用所学到的本领
和驾驶技能，使右翼的两台发动机正
常运转，操纵飞机安全着陆。

在飞行大队里，他勇敢机智地闯
过了夜间飞行的难关。在项目测试
中，他携带4吨重的假炸弹，在1000
公里最大活动半径内，自由地飞来飞
去，准确地投掷。库里申科机组的成
绩，在考评中总是名列前茅。

这样的能手，当然要被航校任命
为飞行教练员。他把自己的热情、才
华、身心都献给了空军建设，数次受
到表彰。之后他被分配到飞行团，出
任中队长。

在众多空军英雄中，库里申科最
钦佩契卡洛夫。契卡洛夫英勇无畏，
曾在巴伦支海、鄂霍次克海以北的北
冰洋上空，不着陆地飞行了 56 个小

时，航程10000公里。库里申科记录
了契卡洛夫的话语：“只要我的手还
有力量，眼睛还能看见大地，我就不
放下飞机的操纵杆。”他把这句话作
为座右铭，珍藏在随身携带的军用挂
包里。

1937年，库里申科升任飞行大队
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从来不满
足于做本部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有一
种永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要努力攀登
新高峰的渴望。他更加刻苦地钻研飞行
技术，更加严格地要求全大队的飞行员。

为适应国际形势，苏联空军的机
型正在不断改进。作为技术优秀的大
队长，库里申科受命驾驶并掌握新型
轰炸机DB-3。那是一种双发中型轰

炸机，广泛服役于陆军远程和海军航空
兵，虽然载弹量较小，但优点是航程较
远，每小时最大飞行速度420公里，携
带 1000 千克炸弹时，最大航程可达
3600公里。飞行员们为DB-3重型轰炸
机取了个女性名字——“达莎”。

上级要求库里申科大队用最短时间
熟悉驾驶DB-3轰炸机。库里申科便整
天带领自己的伙伴，苦练技术，他要求
每个飞行员都能熟练地自信地飞行，就
像驾驶老式飞机一样。

不久，声援中国变成了实际行动，
库里申科大队的官兵们主要的话题就是
加入志愿空军。会议室里的讨论十分热
烈，库里申科激动地说：“抗战中国请
求派去远程轰炸机，我决心去中国支
援。”领航员杰格佳连科接过话题：“我
也准备去。”中队长伊万·马沙科夫斯
基站起来，慎重地宣布：“我请求参加
援华空军志愿军。”“把我的名字也写
上。”另一位中队长亚历山大·罗曼诺
夫说。

全大队的战友，几乎都报名参加援
华空军志愿军。库里申科和政委费加罗
夫商量后，由库里申科执笔，郑重其事
地向上级写了《请战书》：“我们飞行大
队全体指战员，一致请求参加空军志愿
队，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战争。”

1939年6月，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大
队长库里申科和政委费加罗夫，带领全
大队 12 架轰炸机，离开祖国，来到战
火弥漫的中国，与日军作战。

蓝天上的鹰

库里申科库里申科

苏
联
援
华
志
愿
空
军

正是在这一天，在西山公园亭园组工作的谭忠惠，主动
向公园管理处申请为库里申科守墓。从此无论春夏秋冬，每
天早晨 6点，谭忠惠都会准时来到陵园，带上扫把、抹布、
剪刀等一应工具，领着年幼的儿子，一起打扫陵园卫生、修
剪花草树木。

1977 年谭忠惠退休，她将为英雄守墓的使命交给了儿
子魏映祥。当年6月，魏映祥正式接过母亲的班，继续为库
里申科守墓。

1987 年夏天，万县狂风大作，并伴有瓢泼大雨，谭忠
惠担心陵园里的树倒下砸坏库里申科的墓碑。半夜三更，母
子俩来到陵园查看，确认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

40 多年来，魏映祥也同母亲谭忠惠一样，把这份守墓
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在他精心养护下，墓园始终都是那么
庄严、肃穆、整洁，墓碑、塑像始终一尘不染。

1989 年，英娜带着自己的女儿、第三代别列谢多娃来
到万县，参加“库里申科牺牲50周年纪念活动”。在父亲的
墓前，她深情地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并对守墓人表示深深
的谢意。

在谭忠惠老人 86岁的寿宴上，魏映祥亲手给母亲倒了
一杯红酒，送上祝福，再次郑重向母亲承诺：“请妈妈放
心，我一定守护好英雄的墓园！”

凡是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名字
都将被我们长久缅怀。

（本文作者为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图片由
作者提供）

库里申科的妻子和女儿到万州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