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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1 月，调到军政治部

担任秘书的庄燕劳被上级派回国

去留守处办事。办完事，庄燕劳

向领导请假去安徽看望烈士亲属，

他要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去看望黄

鹤父母。

舟车辗转一周多，庄燕劳一

路打探抵达屯溪 , 见到黄鹤父母

后，“扑通”一声长跪不起，哭着说：

“爸爸妈妈，黄鹤不在了，我就是

您们的儿子，我来替他尽孝守护

你们一辈子。”黄秀蒲夫妻瞬间泪

雨滂沱。黄秀蒲说 ：“孩子啊，你

能来看我们就足够了，黄鹤地下

有灵也一定很欣慰，可做儿子确

实难为你了啊！”

按照当地风俗，晚辈看望长

者要有点表示的，可庄燕劳微薄

的津贴早已在路上花光。善解人

意的黄鹤妈妈范翠花当即塞给庄

燕劳十多个红包纸，每个红包里

包 2 角钱，领着这个儿子去看望

一众亲戚。每塞给老人们一个红

包，黄鹤妈妈都说这是燕劳用津

贴来孝敬大家的。

庄燕劳了解到，朝鲜战争爆

发后，黄鹤唯一的弟弟黄耀振也

入朝参战，成为新组建的人民空

军一员。黄家仅有的两个儿子全

部上了战场，黄耀振在朝鲜战场

至今生死未卜，两位老人非常揪

心。几天下来，庄燕劳与黄家人

的心越来越近。

1954 年 3 月，庄燕劳随部队

回国，并继续留在部队里。庄燕

劳所在的文艺小组共十多名战友，

除了庄燕劳与几个受伤者外，大

部分均牺牲在朝鲜战场。作为战

争幸存者，尤其是黄鹤那句“一

定送个儿子给我”的叮嘱，久久

在庄燕劳耳边回荡。

第二年，当妻子来部队探亲时，

庄燕劳便向妻子提及战友的遗愿，

并希望妻子能帮助完成这个嘱托。

庄燕劳结婚比较早，上世纪 50 年

代中期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妻子黄妊芳虽是通情达理之人，

面对这样的请求，也一时顾虑重

重：家中已有两个儿子，经济重压

下已无力再生育孩子了，如果再生

个女孩又该怎么办？

夫妻俩彻夜长谈后约定：如是

男孩就送黄家，如是女孩就留着。

1956 年 10 月的一天，黄妊芳

产下一名健康男婴。登记户口时，

庄燕劳为孩子取名黄松。次年秋

季的一天，黄妊芳带上 1 岁多的

黄松坐火车转汽车，从芜湖赶赴

230 公里外的黄山屯溪。早早接

到信的黄家父母翘首以盼，接到

黄松后，连续 3 天宴请亲朋。

因为孩子年幼，离不开母亲，

庄燕劳就让妻子住在黄家带孩子。

黄鹤父母将黄妊芳看作亲生女儿

一样呵护。黄秀蒲还为黄妊芳在自

己工作的油盐铺找了份差事。

特殊的承诺：生个儿子替战友尽孝
文 / 张应松

65 年前，在朝鲜战场上，一名安徽籍文艺兵向战友托付了一个意外的请求：我若阵亡，
请为我生个儿子，替我向父母尽孝。

孰料一语成谶，文艺兵在一次空袭中倒下了。但对于文艺兵当初的嘱托，战友铭记于心。
回国后，待出生的儿子长到 1 岁多时，战友将儿子改姓后送到文艺兵父母身边，完成了他未
尽的责任。

这是发生在六十多年前那个特殊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

一个故事，它既温情又悲壮，既团圆又撕裂。当它在今天

得以呈现，更让我们感到和平的可贵，美满家庭的可贵。就

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所说 ：“国际社会携起

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

更加和平、更加繁荣。”让民众安居乐业，让家庭和谐圆

满，让这样无奈的托付不再出现，让母子分离的悲情不再

重演——这也是构筑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考虑到战友黄鹤是家中长

子，庄燕劳将亲生儿子送与黄

家后，每年无论工作多忙，一

逢采茶、水稻收割季节都会主

动来到黄家“顶缺”务农，将

黄家父母视为亲生父母端茶倒

水忙里忙外。对这位替补兄长，

从战场归来的黄鹤弟弟与弟媳

等对庄燕劳非常感恩和尊敬。

黄 松被 送 到黄 家长大 成

人后，与黄家人相处融洽，与

叔 叔、堂兄弟等人感情非常

深厚。迫于生计，黄松初中还

没读完，在 14 岁时就到偏远

大山务农，后来又在海船上打

工卖苦力。虽然生活艰难，黄

松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无时

不孝顺着相依为命、粗茶淡饭

的黄家祖父母，一直到为他们

养老送终。

待黄松成家生子后，庄燕

劳还要求儿子，让儿子的儿子

继续姓“黄”。

不 仅 是黄 鹤 一 家， 对 文

工团许多牺牲战友家庭，庄

燕劳都竭力帮扶。1955 年起，

部队实行薪金制，庄燕劳和

其他几位战友相约将第一个月

工资全部寄给了烈属。此外，

庄燕劳在回国后十多年中作为

一位替代兄长，帮扶两位英烈

的弟妹成家立业。

2013 年 7 月 22 日， 已 经

退休的庄燕劳启程赴朝鲜平

壤 参加“纪念抗美援朝胜利

60 周年和平庆典”及“志愿军

组歌”演出活动。由于种种原

因，他无法前去祭扫文工团战

友的烈士墓，只能与大家开展

集体性扫墓悼念活动。旧地重

回，庄燕劳捧起一把黄土，用

红方巾裹好带走。

每提到黄松，庄燕劳总说：

“将小儿子送出后，我没有尽

到做父亲的责任，黄松没有得

到良好的教育，让我常感愧疚

和自责。我对不起孩子。”

黄松如今也已六旬，退休

后和在上海成了家的儿子住在

一起。居住在上海的黄松，非

常爱喝黄山的毛峰茶。每年鲜

茶上市时，堂哥黄纪刚总会给

他寄几斤。黄松的妻子会做手

工艺品，常做 好后送给叔叔

婶婶及堂兄妹。

2016 年，独居在芜湖市镜

湖区赭山街道荷塘社区的庄

燕劳度过了 90 岁生日，而依

然不改的是，他经常去幼儿园、

小学演讲战友们的故事。只有

这样，老人才觉得是对逝去

英烈最好的告慰和缅怀。

（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摘
编、上网、转载）

六十多年前，战友留下一份嘱托
 时光回到 1952 年 3 月，25 岁

的安徽芜湖人庄燕劳成为朝鲜战

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 12 军文工团

的一名小组长。小组里，恰巧有

一名来自安徽黄山的老乡叫黄鹤

（原名黄耀刚）。志趣相投的两人

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最亲密战友。

1952 年 9 月的一天，文工团在

一次空袭中因隐蔽不及造成人员

伤亡。黄鹤拉着庄燕劳的手，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 ：“老乡，我恐怕

回不去了。你膝下有子，死了有人

抱灵牌。我死了没人抱灵牌子不

要紧，可我还有父母，他们将来辞

世时，谁来为他们抱灵牌子？请你

务必答应我，看在咱是老乡情分上，

我死了，你一定要给我生一个儿子

尽孝，否则我死不瞑目！”庄燕劳

对战友的消极表现很费解，但出

于安慰，还是答应了。

1952 年 9 月 29 日 上 午 8 时，

文工团在行进中再次遭到敌机轰

炸，黄鹤不幸牺牲。庄燕劳站在

黄鹤墓前立下誓言：“请放心，我

一定要完成你的心愿！”

一周内遭遇两次轰炸，文工

团依然坚持演出，不久被授予“战

斗的文工团”荣誉称号。处理完

烈士后事，团领导要求大家给烈

士家人写信，以表达对烈士父母

的安抚慰问。庄燕劳给黄鹤父母

写了很多封信，黄鹤的父亲黄秀

蒲每信必复。不久，庄燕劳在信

中真诚表达了欲代替黄鹤做儿子

的心愿，黄鹤父母答应了，后来

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燕儿”。

说服妻子，送幼子替战友尽孝

成全战友情，他对儿子常怀愧疚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