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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宗英，18岁入伍投身革命，获“解放中南纪念章”……1951年 4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1952年 3月 14日，蒋宗英因抢救伤员遭遇敌机轰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不满21岁。
《蒋宗英家书》记录了蒋宗英烈士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中成长、战斗的短暂而光辉的英雄人生。

第一次知道蒋宗英这位女英雄的

名字，是 2023 年 10 月我在湖南长沙出

差 期 间 。 在 毛 泽 东 文 学 院 ，蒋 祖 烜 同

志送给我一册由其父亲蒋宗恒编选的

《最可爱的亲人：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

家 书》（以 下 简 称《蒋 宗 英 家 书》）。 他

告 诉 我 ，这 50 多 封 战 场 家 书 是 他 父 亲

蒋 宗 恒 珍 藏 下 来 的 ；而 这 本 小 册 子 里

的 文 字 ，也 是 他 父 亲 一 个 字 一 个 字 地

在 键 盘 上 敲 出 来 的 ；蒋 宗 英 是 他 的 小

姑妈。

翻开《蒋宗英家书》这本薄薄的小册

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黑白戎装照

片。这个长得白净微胖、留着齐耳短发

的甜美姑娘，就是蒋宗英。接着，我读到

了蒋宗英的生平：1931 年 5 月出生于湖

南澧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1949

年 8 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

作团，编入第四野战军第 39 军 117 师，获

“解放中南纪念章”……1951 年 4 月，奔

赴抗美援朝前线，从事战地文艺宣传工

作。同年 8 月，调志愿军第 39 军 117 师

351 团团部，做机要工作。1952 年 3 月

14 日 ，蒋 宗 英 因 抢 救 伤 员 遭 遇 敌 机 轰

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不满 21 岁。

“我希望自己到工作岗位

后一定要为人民为工作而努

力……只要努力，一定不会失

望的。我有这样的自信，所以

我非常快乐”

蒋宗英离开家的那一天，是 1949 年

9 月 14 日。现年 95 岁的蒋宗恒依然清

楚地记得：“我与她的最后相见，应该是

在 1949 年的春节。之后，我在临澧县参

加革命，她在这年 8 月参军，我受地下党

组织委派，回澧县迎接解放军时，她已经

离开家了。”

9 月 15 日晚上，蒋宗英在临澧县城

给父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窗外，下起

了雨。蒋宗英提起笔告诉父母：“儿昨日

离家，随队前进，仅走二十五里路。因为

儿没有穿袜子，鞋子又是麻索做的，故脚

底打了个大泡。当天还可忍受，今天又

忍痛走了二十里，后来硬不能再忍就只

好骑马，这是初次。也算我的胆子大，骑

在上面一点也不怕。我们每天都是清早

两点钟出发，中午大休息吃午饭，下午四

点钟又走。今天是到临澧县城过夜，我

的脚也上了药。今天晚上下了雨，明天

雨如下很大我们就不走，雨小我们就照

常前进。我仍然骑马，上级对我们很好，

男女同志都很亲爱，精神上并不觉得痛

苦。”

9 月 18 日 ，雨 停 了 。 可 是 ，蒋 宗 英

受 伤 的 脚 还 没 有 好 。 不 巧 的 是 ，两 匹

马也生病了。部队的领导决定让她和

表姐杨忠鼎等几位女战士乘坐汽车前

往 常 德 。 这 确 实 省 了 她 们 不 少 的 脚

力 。 在 这 一 天 ，她 们 分 别 给 家 里 写 了

信，告诉父母：“我们此次参军，是为着

国 家 、人 民 和 自 己 的 前 途 而 造 幸 福 和

快乐。”

10 月 19 日 ，在 接 受 一 个 月 的 军 政

训练后，蒋宗英随部队离开常德，徒步

走了 4 天，抵达益阳。在这里，蒋宗英

被分配到第 39 军南下工作团 3 中队第

13 小队。

11 月 14 日，蒋宗英在写给父母的家

书中谈到在部队的学习体会，认为“学习

必须要理论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才有

用”。此时，组织上本想把蒋宗英留在后

勤部宣传队学习，但是她坚持要求随部

队前进，到战斗的前线去。最终，组织同

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她随队继续前进，

到 达 湘 乡 县 的 永 丰 ，在 那 里 接 受 军 政

培训。

12 月 23 日，队伍又出发了。第一天

走了 60 里，第二天走了 80 里，第三天走

了 30 里，第四天走了 60 里，第五天走了

20 里，终于抵达祁阳县城。“在这 5 天的

行军当中，多半都是 3 点多钟起床，5 点

钟出发。每个同学都背着很重的背包

（我有十多斤）。头上蒙蒙的细雨不断淋

着，湿了，还走着很窄的小山道。在这种

环境下，我们没有一个叫苦、掉队的。”

在 1950 年新年的钟声中，蒋宗英给

父母写了一封家书，报告了她和战友们

过新年的快乐时光。作为小队文娱工作

的负责人，她说：“刚到祁阳，儿本打算写

信回家，为了庆祝新年，要准备些节目，

故没能如愿。这次过年，值得每个人庆

欣的，我们买了一个（头）大猪，在元旦那

天吃了很多菜，肉鱼鸡蛋等。”

谁也不会想到，新年欢庆的笑声中

响起了敌特的枪声。这是蒋宗英参军后

第一次听到枪声。虽然空气紧张起来

了，但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们队

伍真灵敏，马上街上站满了哨”，十分安

全。此时，有消息说，部队前进的方向或

许要改变，不再南下广西了。但队伍将

奔向何方呢？蒋宗英知道，“这不能往外

说”。新兵蒋宗英严守部队秘密，没有告

诉父母她即将踏上新的战场。这个新的

战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

过完年，听说马上就要分配到新的

工作岗位，蒋宗英内心里充满快乐，对未

来也充满希望和信心。她在家书中告诉

父母：“我希望自己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

为人民为工作而努力，好好表现，短期内

要争取入党。只要努力，一定不会失望

的 。 我 有 这 样 的 自 信 ，所 以 我 非 常 快

乐。”

“光惭愧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只有在今后工作中拿实际

行动来回答人民对我的希望”

1950 年 2 月 25 日，部队由南进改为

北上，蒋宗英离家乡越来越远了。

这一次，部队乘坐的是火车。这是

蒋宗英第一次坐火车，经衡阳、长沙、武

汉，一路向北，四天四夜之后，到达河南

漯河。

3 月 2 日，蒋宗英满怀欣喜地给父母

写了一封家书，除了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

外，也说了自己的见闻和内心感受。在这

封家书中，她开心地写道：“我们下乡时经

过每一个村庄，一群群的老百姓排着队打

着锣鼓扭着秧歌欢迎我们，很多老乡把我

们抬的很重的东西接过去，给我们送到

家，这样的热情的表现是我曾经没有想到

的。我兴奋了，兴奋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在这兴奋愉快的情绪下我感动了。我感

到惭愧，检讨起来对革命没有一点贡献、

对人民没有出一份力量……光惭愧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在今后工作中拿实际

行动来回答人民对我的希望。”

从蒋宗英兴奋的泪水中，从她内心

感到的惭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

的女兵，不仅很快适应了军营艰苦的训

练生活，而且深深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与

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思想境界也提升

了很多。就像她在家书中所说的那样，

“在今后工作中拿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

对我的希望”。

3 月 12 日，经组织批准，蒋宗英成为

青年团员。此时，新的工作岗位也确定

了，她正式分配到第 39军 117师 351团宣

传队。在漯河，蒋宗英写信告诉爸爸妈

妈和哥哥们：“这次北上的任务是建设和

生产。我对参加生产没有一点顾虑，并

且我还是这样的自信，在工作中我能克

服任何困难，积极工作不落后。假如你

不信的话，你等着以后的工作报告吧。”

4 月 10 日，蒋宗英寄出了当兵离开

家后的第 15 封家书。在这封家书中，她

慰问父母和亲人们的同时，介绍了自己

在部队工作的情况：“我军马上就要挖

河，后天开工。宣传队一面挖河一面要

搞文娱活动，现正在排剧，准备在两个月

的艰苦工作中给战士们提高情绪，减轻

疲劳和打通思想的。在工作之暇，我也

时常看书，帮助同志也做得还不坏。因

为自己懂得少，往往感觉缺乏能力，这方

面还需要长期的锻炼和学习。我们这里

组织也挺好的，尤其我是一个正式青年

团员，在各方面又比较信任些。总之要

自己努力，到哪里都吃得开，我一定向好

的方向去走。”

“我一定向好的方向去走。”与其说

这是蒋宗英的青春誓言，不如说是革命

队伍教她掌握了人生的真理。入伍才半

年多，蒋宗英的政治觉悟就提高了，思想

境界也提升了。

军营生活是火热的，战友间情感是

纯洁质朴的。文艺新兵蒋宗英全身心和

官兵打成了一片，用自己的才艺和真情、

真心赢得了官兵的喜欢。令人感动的

是，她在写给小哥哥蒋宗恒的家书中，还

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有一个最严重

的缺点，就是任性强，当人家讲我冤枉话

时，我受不了。那就不管上级同级，我非

给他来个难堪不可。在南工团和我们队

长就发生过几次，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

也不管错误啥的，性子一横，就像在家里

发脾气一样。以后我会下决心尽量克

服，如老那样，不但自己没好处，给群众

的印象也不好。”

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读完这封家书，让我不禁对蒋宗英竖起

大拇指——她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缺

点，有点爱“发脾气”。

7 月 24 日，部队又出发了。这一次，

队伍在郾城登上火车，经郑州、石家庄、

天津、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沈阳，3 天 3

夜的奔驰，于 27 日中午抵达目的地——

辽阳。

本来南下的队伍，为啥又逆向前进，

一路向北、向北呢？7 月 29 日，蒋宗英在

辽阳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其中透露了

这样一条信息：“这次北上的原因，要保

卫祖国边疆，不让任何敌人来侵略伟大

的中国。”

是的，部队要打仗了！这是一场中

国人民不愿意打又不得不打的战争！

“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打下将来负起更重要任务的

基础是很必要的”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

10 月 25 日，志愿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

11 月 5 日，第一次战役结束。

就在 11 月 5 日这一天，蒋宗英在辽

阳的军营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这

封家书中，蒋宗英说，11 月 3 日这天下

雪 了 。 雪 虽 然 下 得 不 大 ，但 对 一 个 出

生 在 湖 南 、很 少 看 见 雪 花 的 南 方 女 孩

来说，已经是够大的惊喜了。不过，经

过 部 队 的 军 政 锻 炼 ，她 的 身 体 和 意 志

都 更 坚 强 了 。 再 说 ，部 队 准 备 工 作 做

得 好 ，很 早 以 前 就 下 发 了 棉 衣 、棉 裤 、

棉 鞋 、棉 帽 ，所 以 怎 么 也 冻 不 着 ，她 希

望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不要为她的生

活担心。

这 天 晚 上 ，蒋 宗 英 还 给 小 哥 哥 写

了一封信。她罕见地以政治教员的语

气 跟 蒋 宗 恒 讲 起 了 革 命 的 道 理 ，言 语

谆谆地说：“我们的家乡也是比较落后

的 一 个 地 区 ，并 且 旧 社 会 的 落 后 分 子

还特别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光荣的

共产党员就应该要起作用了。希望你

要 不 断 地 加 强 对 自 己 和 对 群 众 的 教

育，和你周围的同志、进步分子团结起

来。团结就是力量，不应该孤立，有了

工作的力量就应该深入群众。因为我

们 的 工 作 的 对 象 就 是 广 大 群 众 ，脱 离

了群众是不会搞好工作的。要想把工

作搞好，最重要的还应该相信组织，靠

近 了 组 织 才 能 掌 握 原 则 ，不 会 失 掉 立

场 ，这 点 点 的 意 见 给 你 作 参 考 吧 。”从

这段具有相当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准的

话 语 中 ，可 以 想 见 蒋 宗 英 的 军 政 素 质

进步相当快。

在 这 年 年 底 的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

蒋 宗 英 被 评 为 模 范 团 员 ，戴 上 了 大 红

花 。 1951 年 1 月 24 日 ，蒋 宗 英 向 父 母

汇报了自己获得的成绩：“这是儿的光

荣 ，也 是 父 母 的 光 荣 。 这 光 荣 是 党 团

教育我的成绩，我要爱护她，要积极培

养 这 不 成 熟 的 光 荣 果 实 ，要 争 取 光 荣

加 光 荣 。”她 还 跟 父 母 分 享 了 人 生 体

悟 ：“ 社 会 环 境 不 时 都 在 进 展 着 ，稍 一

懈 怠 ，就 如 逆 水 行 舟 ，不 进 则 退 ，是 很

危险的。因此，儿除集体学习之外，也

常 看 些 政 治 书 籍 ，提 高 自 己 的 政 治 素

质 ，打 下 将 来 负 起 更 重 要 任 务 的 基 础

是很必要的。”

对这件事，蒋宗恒老人记忆犹新：

“妹妹参军不久，就在给我写的信中说，

你是共产党员，我是青年团员，我们比一

比，看谁做得更好。她后来评为了模范

青年团员，奖励的一个精美笔记本，还寄

送给了我。在我所有的笔记本中，就这

本最漂亮。”

“为了人民，为了革命，我

甘愿牺牲我的一切，甚至头

颅，我也宁愿”

1951 年 4 月，蒋宗英随部队奔赴抗

美援朝前线。

“告诉您老一个好消息，我们接受

了 新 的 任 务 ，马 上 就 要 出 国 到 朝 鲜 杀

美 国 鬼 子 去 ，我 想 您 们 听 了 一 定 很 高

兴的……我们不愿意战争，但是我们并

不害怕战争，我们有强大的力量。妈，您

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出发前，蒋宗英将自己暂不需要的

日常生活用品，随这封家书寄给了远在

家乡的父母，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进入 8 月，蒋宗英的工作岗位发生

了变化。她从 351 团宣传队调到了团部

做机要工作。

8 月 27 日 ，蒋 宗 英 收 到 了 大 哥 蒋

宗策 6 月 22 日的来信。在战火纷飞的

战场，收到亲人的来信，心情的喜悦和

激 动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这 天 晚 上 ，她 给

大 哥 写 了 一 封 热 情 洋 溢 的 回 信 ：“ 大

哥，你的信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力量，更

坚定了我对胜利的信心……当前的情

况 虽 是 危 险 的 ，目 前 的 生 活 虽 是 艰 苦

的 ，但 是 大 哥 你 放 心 ，我 为 了 人 民 ，为

了革命，我甘愿牺牲我的一切，甚至头

颅，我也宁愿。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我

以 青 年 团 员 的 面 目 ，去 克 服 所 有 的 困

难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要 求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这 是 我 的 第 一 最 迫 切 的 要

求 。 入 党 不 是 容 易 的 ，我 还 需 要 下 最

大的努力，创造我入党条件，将自己身

心献给党和人民……”

从 5 月底以来的 3 个多月时间里，除

了收到大哥蒋宗策的一封来信，蒋宗英

给父母写了三四封家书都没有收到回

信，她非常挂念。9 月 30 日，她提笔给父

母写了一封短信。在这封家书中，蒋宗

英告诉父母一个喜讯——她在 9 月 22 日

结婚了！

10 月 3 日，新婚燕尔的蒋宗英在抗

美援朝战场终于收到了父亲 9 月 4 日写

的回信。这封家书在路上走了一个月的

时间。当天，她就十分激动地给父亲母

亲写了回信：“看完信后，儿高兴得连心

都要跳出来了，那种兴奋的心情简直没

法形容。”

蒋宗英为什么如此高兴呢？我们

可 以 在 这 封 家 书 中 找 到 答 案 。 她 说 ：

“爹妈呀，儿常为有这样进步的父母和

兄弟而觉得光荣骄傲。今天的来信给

儿在工作上很大的鼓励和教育。想到

年迈的父母为了热爱祖国响应政府号

召 节 约 增 产 ，在 捐 献 运 动 中 起 了 带 头

作 用 ，因 而 为 儿 的 身 居 抗 美 援 朝 最 前

线，（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工作和学习，

否 则 也 对 不 起 自 己 的 父 母 ，更 对 不 起

广 大 人 民 。 难 怪 爹 妈 受 了 表 扬 ，就 是

连 我 们 同 志 看 了 这 封 信 的 ，都 没 有 一

个不夸好的……”

在 这 封 家 书 中 ，蒋 宗 英 高 兴 得 只

顾 赞 扬 父 母 ，又 忘 记 了 告 诉 父 母 自 己

是 和 谁 结 婚 的 。 直 到 10 月 9 日 ，她 才

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非常认真且郑重

地 把 自 己 的 婚 姻 大 事 作 了 简 要 的 汇

报 。 她 在 信 中 说 ：“ 儿 又 给 你 们 来 信

了 ，想 你 们 会 很 高 兴 的 。 儿 与 本 团 团

长 杨 玉 坤（应 为 副 团 长 ，引 者 注）同 志

结 婚 已 二 十 来 天 了 ，一 切 均 好 ，望 勿

念 。 玉 坤 他 是 一 个 忠 诚 老 实 的 人 ，从

小参加了革命，已十多年光景，在党的

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具有高度

的 政 治 品 质 。 关 于 这 个 ，绝 对 不 能

（会）和 旧 社 会 的 男 人 一 样 ，可 请 大 人

放 心 。”蒋 宗 英 不 愧 是 湖 南“ 辣 妹 子 ”，

人生大事，自己做主。

10 月 26 日 ，蒋 宗 英 收 到 了 父 亲 10

月 4 日的来信。烽火连天，战事连绵，她

在 27 日匆匆找来纸笔写了几句问候的

家常话，随信附上新婚夫婿杨玉坤的两

张 照 片 ，寄 给 远 在 湖 南 家 乡 的 父 母 和

大哥。

转眼又是一年。1952 年 1 月 3 日，

蒋宗英在给弟弟蒋宗成写了一封家书

之 后 ，又 给 父 母 写 了 一 封 家 书 。 在 这

封 家 书 中 ，她 把 丈 夫 个 人 和 家 庭 的 情

况向父亲母亲作了简单介绍：“玉坤系

河北人，家里仅有母亲和哥哥，父已去

世 ，解 放 前 系 富 农 ，土 改 后 生 活 一 般

化 。 近 来 他 的 工 作 很 忙 ，没 空 给 家 来

信，特此代为问候。我的工作如旧，一

切均好，只是因为今后回国人少，给家

寄信不便，望爸妈不要为此担忧，可多

来信。”

2 月 18 日 ，蒋 宗 英 给 父 母 写 了 一

封 短 信 ，并 随 信 送 给 母 亲 一 块 白 丝

巾 。 其 实 哪 里 是 什 么 丝 巾 ，而 是 一 块

美军降落伞的伞布。她说：“这是胜利

品，这是美送给我们的礼物，儿又送给

妈 妈 擦 眼 睛 ，当 姆 妈 用 他（它）来 擦 眼

睛 时 ，就 会 想 起 战 斗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的你的女儿及千万个母亲的千万个儿

女，他们为了保卫母亲、保卫祖国在不

惜 一 切 地 和 美 帝 作 生 死 的 斗 争 ，这 该

是多么地兴奋啊！”

3 月 14 日，蒋宗英写下了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的最后一封家书。她告诉爸爸

妈妈：“我们明早 4 点钟就要出发了，坐

汽车走。我的一切都会是安全的，别挂

念我。望你们好好的在家生产，安心的

（地）生活。以后再写。”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写好这封

家书的这一天，蒋宗英在抢救伤员时不

幸遭遇敌机轰炸，壮烈牺牲。蒋宗英用

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为了人民，为

了革命，我甘愿牺牲我的一切，甚至头

颅，我也宁愿。”

从 1949 年 9 月 14 日离家，到 1952 年

3 月 14 日牺牲，一封封家书记录了蒋宗

英烈士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中成长、

战斗的短暂而光辉的英雄人生。

1952 年秋，蒋宗英的父亲蒋翰平收

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颁

发 的《革 命 军 人 牺 牲 证 明 书》，编 号 为

068537 号。

蒋宗英牺牲后，她的遗骸被埋葬在

当年战斗激烈的江原道铁原郡，但具体

位置，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默默无闻的蒋宗英，即使在她的家

乡湖南也并不“有名”。幸运的是，今天

的我们能够在《蒋宗英家书》中认识她。

在追寻英雄足迹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

了革命军人的好样子，看到了青春的好

样子。

“遇见”蒋宗英
■丁晓平

左图：蒋宗英烈士生前照片。

上图：蒋宗英烈士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