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41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辫子渔家姑娘摇橹送解放军过江
珍贵照片被军博永久收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南京 解放，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渡江战役中，有一幕场景至今令人感动：那是1949年4月22日，炮声隆隆的江苏省扬中县西南江面上，一位身材瘦小、梳着大辫
子的姑娘正奋力摇橹，一心想要船儿驶得飞快，好让船上的解放军战士尽快登陆，到对岸去打胜仗，解放全中国；另一位姑娘半蹲在
船舱内，她们的父亲在后面掌舵。

当时，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被眼前这个背影吸引住，拍下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并刊发于《新华日报》上。
照片上的大辫子姑娘名叫颜红英，那一年，她19岁。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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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亲人过大江”
19岁的她参加江面演练
被炮弹震伤了耳膜

1949年春天，20多万人民解放军
从江苏靖江（今由泰州市代管）出发，
开启渡江战役。要渡过长江天堑，最
重要的工具就是船。苏北沿江的船只
原本不少，但国民党军自然深知这一
点，为阻碍解放军渡江，抢砸沿江老百
姓的船只，令沿江百姓很是气愤。

渡江战役支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筹
集大量船只，南京下游扬州的群众行
动起来，砍倒自家的树木，许多人拿出
了自家的床板、门板，“就是抬，也要把
亲人解放军送过江！”据统计，在渡江
支前中，华中二分区先后动员、征用船
只18742只，常备船工39000多人，满
足扬州段大军渡江的船只之需。部队
中北方人多，很多人甚至从未坐过船，
当地船工手把手地教战士划桨摇橹、
撑篙掌船、登陆泅渡。经过 1 个多月
的勤学苦练，战士们普遍学会了游泳。

颜建发是宝应县（隶属扬州市）广
洋湖镇杨林沟村船工，他带着大女儿
颜红英、小女儿颜根兄以船为生，在京
杭大运河到长江这条线上跑运输。家
乡解放后，颜建发带着两个女儿用自
家的船只为解放军运送粮草物资，支
援前线。听闻解放军征集船只渡江，
他们毫不犹豫加入了进来。

为了方便渡江，颜家拆了船篷，在
船头布置起一个机枪掩体。征集的船
只都在扬中（现镇江代管的扬中市，和
扬州隔江相望）的江汊河道里为渡江
做准备，进行集中训练。一天傍晚，船
队在一个名叫小河夹的江面上演练
时，遭遇了国民党军舰的猛烈炮击。
一发炮弹落在了颜家的船边，摇船的
颜红英迅速开船转移，保护了船上的
解放军战士，但她因此听力受损，耳膜
被震伤，落下了后遗症。当年，她只有
19岁。

“冒着生命危险抢拍”
炮火中摇橹过江经典画面
被记者用相机记录下来

虽然听力受损，不过颜红英并未
因此放弃支前。1949年4月21日，渡
江战役打响。19岁的她不知道，自己
今后的人生会和一名摄影记者有所交
集，这个摄影记者当时就在离她不远
的另外一条船上，冒着生命危险抢拍
渡江战役中的经典照片。

这个摄影记者名叫邹健东，是一名
老战士，当年作为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
线总分社战地摄影记者，正在江边采访

拍照，之后准备坐船随军渡江。4月22
日傍晚时分，包括颜家在内的数百艘小
船上坐满了待渡江的解放军战士，船橹
摇动，依次向江南进发。

小船漂荡在宽阔的江面上，炮声
隆隆，险象环生。一位扎着大辫子的
瘦小女子正用力摇橹，另一名女子半
蹲在船舱内，船尾则是一名男子掌
舵。大辫子姑娘一下子吸引了邹健东
的注意，他忙着对焦，咔嚓咔嚓将这个
画面定格。照片的主角正是颜红英。

当时，战士们每人身上背着一个
用洋铁桶改装而成的土制“浮水器”，
颜红英的父亲在船尾掌舵，她和妹妹
两人轮流划桨，忙碌不停，顺利到达长
江南岸的丹徒县伏园乡渡口，成功将
两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从长江北岸运送
到南岸。

颜红英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

“南边（国民党军）向我们打炮，厉害
哪！有一名战士问我‘你怕不怕？’我
说：‘怕什么！我要把你们送过江，解
放全中国！’”

“众里寻她千百度”
寻找摇橹过江的大辫子姑娘

50年后故人终相见

邹健东拍摄的这张经典黑白照片
《我送亲人过大江》，发表在当时的《新
华日报》上，引起轰动。后被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渡江胜利纪念馆、扬
中渡江文化园等博物馆收藏，并被选
为《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丛书封
面。

但是，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当年
摇橹过江后，颜红英回归一个普通渔
家女的平凡生活。时光飞逝，一晃几

十年过去了。照片拍摄人邹健东始终
忘不了渡江战役中划船的长辫子小姑
娘纤弱而坚强的身影。他多次托人在
报刊上刊登照片和文章寻找，但始终
没有一点回音。

1984年，邹健东委托《南京日报》
的同志寻访，并在媒体上刊登照片和

《摇船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进行
寻找。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渡江战役时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
军参谋长）看到照片后，深情地说：“一
定要找到这位小姑娘，没有人民群众
的支持，我们过不了江。”

1999 年 4 月，江苏卫视为庆祝南
京解放 50 周年，播放了纪录片《风雨
钟山路》。片中对当年划船小姑娘的
深情呼唤，引起了常熟（苏州代管县级
市）唐市镇中年妇女董小妹的关注，她
流着眼泪说：“这是我的妈妈！”在病床
上的邹健东老人得知找到了自己 50
年前拍摄的《我送亲人过大江》中的长
辫子小姑娘后，高兴不已，盛情邀请他
挂念半世纪之久的“小姑娘”来北京天
安门参观。

来到北京后，颜红英到北京292医
院同邹健东会面，两位老人紧握双手，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邹健东激动
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们这样的船工
奋不顾身地支援前线，百万大军过不
了长江，人民的功绩是不能忘记的。”

邹健东还送给了颜红英姐妹两张
《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这个时候，一
个小秘密才被解开。仔细看过照片
后，颜红英对邹健东说：“这是我人生
的第一张照片。”“那还是田里蚕豆花
开的时候……炮弹很多，不断在江上
炸开。”50年后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
颜红英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却异常清
晰，讲起来滔滔不绝。她说，自己从没
料到会成为一幅珍贵历史照片里的主
角。

1999 年 7 月，正在筹办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 72 周年“八一”晚会的总
导演王炳森，在央视看到“我送亲人过
大江”的故事后，立即决定将这感人的
故事加进晚会节目。当晚会进入到第
三篇章时，著名歌手蔡国庆、张迈扶着
颜红英、邹健东走上台，唱起特地为这
个故事谱写的歌曲《背影》时，台下掌
声雷动，整个晚会进入高潮。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政委马树学少将
当场宣布，这幅照片由军事博物馆永
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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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2日，渡江战役中，19岁的女船工颜红英送解放军战士过大江。
图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邹健东（左）和颜红英（中）1999年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