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寒冷的冬天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最寒冷的冬天Ⅲ》

13位ISBN编号：9787229071387

10位ISBN编号：7229071380

出版时间：2014-1-1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何楚舞,凤鸣,陆宏宇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最寒冷的冬天Ⅲ》

内容概要

《最寒冷的冬天Ⅲ——血战长津湖》主要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乃至整个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长
津湖之战。有史学家称，长津湖之战是历史的拐点，是中美双方王牌部队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场决战。
发源于朝鲜半岛的长津江，是朝鲜北部最大的人工蓄水湖。
63年前在这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身穿单薄棉衣，在接近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下与美国海军陆
战队最精锐的陆军一师展开了一场长达20天的战斗。
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因为极度严寒，作战已经成为了中美两军官兵意志
力的殊死较量。这场战役，成为中美两国军人永远无法遗忘的惨烈记忆。长津湖战役迫使世界上军事
实力最强的美国军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败退。而中国志愿军也用热血和生命扞卫了中国军
人的尊严。至今，它还是美国军事院校不断学习和演练的战例范本。
全面、真实地再现了长津湖之战的壮烈场面，从战争发动前美苏中各国战略考量、大国之间的博弈写
起，然后分别从中美双方的战争准备、策略、实力对比等各方面因素着手叙述，再到新兴里、柳潭里
、下碣隅里等一个个分战场激烈的战斗场面，使人仿佛重新回到那白雪皑皑、硝烟密布的战场上，看
着这场旷古的决战，令人心中无比震撼。
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历时两年，走访居住全国各地的28名志愿军老兵。老兵们分别来自参加长津湖战
役的志愿军9兵团第20、26、27军，既有战斗英雄、火线指挥员，也有参与战略决策的高级指挥员、参
谋以及军情、后勤人员。他们是仅存的历史见证者。

Page 2



《最寒冷的冬天Ⅲ》

作者简介

何楚舞，蒙古族，军旅作家，朝鲜战争史研究者，曾有多部作品风靡网络，着有长篇小说《热血1950
》、《黄金弹壳》、《岁月无声》等。
凤鸣，生于北京，资深媒体人，凤凰大视野编导。
陆宏宇，男，安徽人，原在西藏阿里部队服役，现为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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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Ⅲ》

书籍目录

第一章台湾还是朝鲜
9兵团在南方海边练的是“下饺子”战术，接到的命令却是北上“吃火锅”，
疑云顿时笼罩全军。
（一）毛泽东钦点9兵团
（二）台湾还是朝鲜
（三）毛泽东的底线
第二章圣诞节攻势
圣诞节前，美国小伙子们就可以回家了，很快“圣诞节攻势”成为了美军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具讽刺
意味的词汇
（一）威克岛秘密会谈
（二）中美首战
（三）中国仍在19世纪
第三章 彭德怀的口袋
彭德怀使出中国兵学几千年积淀的精髓，对麦克阿瑟利而诱之，卑而骄之。西方军界巨擘麦克阿瑟不
识厉害，终于一头钻进彭德怀东方式战略战术的陷阱。
（一）示弱诱敌
（二）美第7师中了头彩
（三）合围与口袋
第四章大军渡江
宋时轮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军硬碰硬，不会占到便宜。他要用暗度
陈仓这几百年前的兵法，把美军装进口袋歼灭。
（一）暗度陈仓
（二）宋时轮的担忧
第五章亮剑长津湖
大战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是麦克阿瑟如同仁川登陆再辉煌一把，实现他“饮马鸭绿江”的惊人之语
；还是中国军队将把号称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打翻在地，给世界一个奇迹？谁胜谁负，战争的铁血法
则将给出答案。
（一）西线战火酣
（二）王牌对精锐
（三）收报奇功
第六章 鏖战新兴里
美军31团团旗被缴，团长被击毙，全团损失过半，是美军战史上罕见的。美军31团成为志愿军击溃的
最大的“联合国军”单位。
（一）新兴里第一夜
（二）新兴里第二夜
（三）降伏“北极熊”
第七章 并肩突破柳潭里
犹如海潮般涌来的中国士兵，清晰刺耳的喇叭声，迅速接近阵地的中国士兵单薄的胶底鞋在冰雪大地
上发出的“沙沙”的响声，中国士兵冲击过程中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声⋯⋯中国士兵制造的恐怖
构成了美军士兵的梦魇。
（一）攻击柳潭里
（二）致命的错误
（三）卡住柳潭里南逃之路
第八章  向心攻击下碣隅里
拼命死守下碣隅里是美军撤退的总前奏，宋时轮对史密斯的意图了如指掌。他果断命令志愿军9兵团
将士：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多路攻下下碣隅里之美军。
（一）史密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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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Ⅲ》

（二）下一秒攻击
（三）苦战机场
（四）东山争夺战
（五）激战下碣隅里
（六）阻击南逃之敌
（七）千古杨根思
第九章  突围与反突围
下碣隅里至古土里公路之战，既要攻击美军，还要阻击敌逃跑和增援，所以仗打得很乱。20军各部队
几乎各自为战，一会儿攻击，一会儿防御，攻防转换之快，在战争史上都罕见。
（一）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悲剧
（二）坚持还是投降
（三）撤向古土里
第十章    大撤退
陆战1师到达真兴里后，被志愿军前堵后追的危险也不复存在。此时志愿军第9兵团也到了山穷水尽的
地步。12月24日，美军193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将美军全部撤离兴南。
（一）殊死阻击水门桥
（二）不死的战斗队形
（三）兴南大撤退
第十一章  26军的隐痛
中美军人都不愿回忆长津湖战役，因为这一场血战太过于残酷。两个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
的惨烈交手，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深处散发的光辉与卑弱。
（一）总预备队错失良机
（二）永远的长津湖
附录一　长津湖之战双方参战部队序列
附录二　志愿军第9兵团编制及装备简表
附录三　美军陆战1师编制及装备简表
附录四　长津湖之战大事记
附录五　口述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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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Ⅲ》

精彩短评

1、比前面2本的包装更好，延续一贯的风格，很喜欢
2、这本书只能说凑合
3、血战长津湖
4、壮哉，第九兵团。壮哉，美陆战1师。不过从夏衣入朝来看，CP藐视人命真是惯性的。
5、到现在，有多少人能正视这场所谓的胜利。反正，我是不能，想到在优势交叉火力下饿着肚子忍
着肚子拼死冲锋让开枪的人目瞪口呆的死士们，无法直面⋯
6、差点看哭了，非常残酷、惨烈的战役。双方都是搏上一切，当然志愿军的精神力几乎发挥到了极
限，自然deserve胜利。在无冬装的情况下仓促入朝，导致大量志愿军战士冻死，令人扼腕叹息！扣一
星因为多作者协调得不好，有重复片断。另外有些段落线索有些乱。
7、　　志愿军入朝初期在思想上的轻敌，后勤保障中的不足，在长津湖战役中充分体现。志愿军完
全是依靠意志品质和坚定的信仰，用劣质的装备和血肉之驱抵抗住“联合国军”的进攻。

　　中国至今没有官方公布朝鲜战争的伤亡人数，本书也只简单提了双方伤亡、失踪、非战斗减员的
人数，中美双方差不多是2:1。这其中除了后勤保障、装备低劣等方面的问题，其实从战役准备、指挥
等方面都有很多混乱，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包围却未能全歼美军。

　　无论如何，志愿军的勇气和意志让对手也深深敬佩，更应该让今天的年轻人知晓和铭记。
8、《最寒冷的冬天》本来是美国人写朝鲜战争的，估计是火了又出了第二部第三部，并无相关性，
第二部是韩国人写的回忆录，第三部是采访国内参战者的合集。作为口述历史还有点价值，但没啥特
别值得看的点，也许适合不了解那场战争的人去看一下。
9、全书平铺直叙，比较详细的记录整个长津湖之战的全部经过，对己自然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敌方
也稍能做到客观评价。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志愿军的惨烈伤亡，极其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如何做
到这一点，无非是人命的轻贱，加上邪教般的洗脑，两者相辅相成。另外，最后也说到在联合国军撤
退时，也有大量朝鲜人跟随，这倒是第一次知道。
10、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就是震撼的心痛，零下40度，是什么概念，被活
活冻死也没有挪动身躯又是怎样的毅力和痛苦，但是书中的中方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极度严寒中，为
我们留下了惨烈的记忆。这场被定义为拐点之战的战役，给我留下的确是想哭的冲动，我们都该读一
下，都该了解这场战役，都该记住这些无名但可敬的战士。
11、文字并不怎么给力，但是长津湖之战确实中国军队近百年近代史里悲壮与豪情共存的一战。
12、惨烈的长津湖之战，志愿军人海战术，伤亡代价惨重，仅仅是把陆战1师逼退，取得了战略胜利，
实则战役失败，陆战1师并未被伤其筋骨
13、除了惨还是惨⋯⋯
14、文笔平淡，通篇罗列堆砌史料，见解分析并无丝毫新意
15、一般，不生动，看了几页没有看下去的意思
16、第九兵团
17、写的不错，深切哀悼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们
18、刚开始看。中国人写历史，带有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不知道什么原因，作者对朝鲜战争的发生
之初描写不多，史实不详尽。这个III，或许只是个噱头，攒出来的，和那个II一样，是为了同I配套。
水平差多了。要是再找一位朝鲜作家来写，那就是IV了。
19、从中国的角度看朝鲜战争，总觉得有点太纪实文学。
20、过于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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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Ⅲ》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朋友推荐的，买了试读了一下，有史学家称，长津湖之战是历史的拐点，是中美双方王牌
部队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场决战。发源于朝鲜半岛的长津江，是朝鲜北部最大的人工蓄水湖。书中有揭
秘中美军人都不愿回忆的战役，零下40 ℃的死亡空间，挑战人类极限的生死考验，兵者诡道与实力、
意志力的多方较量，颇具真实感，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好书！ 
2、小时候看过学校组织看过很多次战争电影，每次都会抱怨为什么不是看动画片，长大了，自己去
倒过来找这些题材的时候到处都是荒唐的抗日电视剧。偶然的机会看到这书，读后是真感动，还有一
种说不出的感觉，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今天的生活确实要珍惜，不说为祖国做多大贡献，至少让前
人看看和平年代我们并没有在挥霍无度⋯⋯
3、本人的外公，26军教导团的。其中关于26军的部分与外公的描述相吻合。排炮不动，必是八纵。26
军额外的88师的主力都GMD投降部队，是入朝前加强给26军的。另外26军因为解放上海的关系，有大
量的南方兵特别是很多的上海青年。实际上26军一直处于满编状态根本不需要这些上海知识青年。结
果这些小伙子就自己扒火车跟着部队一直东北，最后这些意志坚定的小伙子大多数都如愿参加，并长
眠在异乡。另外，26军入朝的部队只穿着江南的两件薄棉衣直接就入朝的。野外睡的第一觉，早上起
来点名直接30%的人没有回答。外公当时就哭了。铁血真汉子。
4、不少韩国内战电影，比如《太极旗飘扬》总有那么一段：美韩打到鸭绿江边迎接他们的是漫山遍
野的红旗和人山人海的志愿军战士，结果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的美韩兵被赶了回去。看得很励志很爽
，可细想下，其间有多少生命经历了殊死搏斗，多少壮烈在战火中洗礼，生命瞬间消失，勇士化金星
。此书读了后觉得比较客观真实，尽管站在中方的立场，同时对美军做了不少不是偏颇的肯定。跟那
些描述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书籍比较起来，没有假大空的感觉。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靠小米
加步枪能战胜对方，或者不处下风，那肯定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更多的战士，何况三千里锦绣山河
冰雪覆盖，零下30度的天气中让饥寒交迫的志愿军战士前赴后继，这需要多少生命去完成，而这些生
命所具有的毅力又是多么难以想象。那时的人真是简简单单，为了偶像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撒血在异
国，埋骨在他乡，书中不少章节看了为之动容。昨天韩国返回4百多具志愿军战士遗骸，英魂终于归
故里，也正好看完此书，不仅感慨几句。
5、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真汉子！美国人 怕毛线冷天气 怕毛线中国人有的就是这样的意志力！美
国人牛B啥？现在还不是查我们一屁股的债！只有一些根本在后面叫嚣，单独拉出来和中国比比？一
群虾子！被利用的傀儡！
6、关于长津湖，可能知道的年轻人并不多，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当年志愿军入朝的时候，他们也
是年轻人。看了凤凰大视野的纪录片，感觉很震撼，有必要好好了解这段历史。等收到后好好深度一
下。。。推荐之，很难得写书评。。。
7、志愿军入朝初期在思想上的轻敌，后勤保障中的不足，在长津湖战役中充分体现。志愿军完全是
依靠意志品质和坚定的信仰，用劣质的装备和血肉之驱抵抗住“联合国军”的进攻。中国至今没有官
方公布朝鲜战争的伤亡人数，本书也只简单提了双方伤亡、失踪、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中美双方差不
多是2:1。这其中除了后勤保障、装备低劣等方面的问题，其实从战役准备、指挥等方面都有很多混乱
，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包围却未能全歼美军。无论如何，志愿军的勇气和意志让对手
也深深敬佩，更应该让今天的年轻人知晓和铭记。
8、毛是最伟大的战略家！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
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
9、以前看到的抗美援朝的书大都是阉割的版本。片面主观的宣扬志愿军的英勇奋战，联合国军的软
弱。基本就是歌功颂德的套路。而这本书却颠覆了我的三观——客观真实是给我的第一印象。9兵团
入朝作战之前由于后勤的失误发放的是温带棉衣而且棉衣发放不足。食物，军械配置不充分。寒冷饥
饿造成了士气的低落，甚至有军人逃跑。战斗发生之后，军械失灵，救治失误。使得很多的志愿军不
是战死，是活活冻死的。披露了一个被隐藏的细节：志愿军战士攻入美军阵地之后第一件事是寻找御
寒衣物，食物。抗美援朝，用50万志愿军的生命换来60年的和平时光。历史必须说出真话。
10、我是个女人，不懂什么历史也不懂什么军事，之所以看完这本书纯粹是因为情绪上的震撼，不管
你是否能想象，反正我是无法想象的，一群打了鸡血的中国军人在零下40度的严寒天气中，穿着单薄
的衣服有的甚至还打着赤脚，向一群荷枪实弹给养充盈的美军冲锋。零下40度，我觉得血液都可以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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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冰吧。这些志愿军死的时候，还有人紧握着枪做着准备射击的动作，像极了。。。雕塑。就像封面
上的那个人，我想，他死的时候，应该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吧。再次重申，我不懂历史不懂军事，
他们说长津湖战役是朝鲜战争的拐点，我只为这些志愿军战士们感到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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