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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12 日 视野
“有人说要资助我，我都拒绝了”
曾红遍全国的“西沙英雄”讲述几十年命运沉浮

11 月 30 日，一则消息吸

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一位

六十多岁的老人，因为患病

家贫，已经在海口市某广场

帮人看店好几年了，而这位

老人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西沙

海战功臣、曾任两届全国人

大常委的吴先锋。

上世纪 70 年代曾经大

名鼎鼎、红遍全国的“西沙英

雄”，连续两届的全国人大常

委，经过几十年岁月打磨，何

以现在成为了一家企业无足

轻重的看店人?老人经历了

怎样的人生沉浮和变迁？

“‘贫困’这个词太重了，失落是有一点”
约访见面的那天，吴先锋开着一辆黑

色丰田皇冠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小区门口，
与报道中的“重病”形象大相径庭。

说起吴先锋，小区门卫小李撇撇嘴：
“单位的人都知道他的事，但那是过去的
事，我们现在叫他老吴，没人提西沙的事
了，他自己也不会主动说。”这辆轿车是海
口港务局工会主席的配车，吴今年 3 月份
退休之后，车子一直是他开着，单位没有追
要。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原先不叫
吴先锋，他拿中国旗子冲在最前面，插在西
沙岛上，后来江青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单位
的人都知道。他人很开朗很随和，很爱说笑
话。人很好的。”小李说。

随着小李的指引，我们到了吴先锋的
家。这是海口港务局的宿舍楼，住的都是港
务局的干部。吴家有一百多平米，客厅悬挂
着印有他画像的当年《解放军画报》的封

面，随着采访的深入，61 岁的老人打开了
话匣子。

原来，2007 年 5 月体检时，发现患有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老人随即从港务局工
会主席的位置上内退了下来——— 当时就
想，“活不了多久了”，可还“想继续看一看
社会主义的建设”。

“我现在已经是黄土埋到半身的人，没
多长时间了，反正活一天就白赚一天，不麻
烦政府不麻烦人民了，和死去的 19 个西沙
战友相比，我没有死在西沙，没有死在越南
人的枪口下，我算得上是比较幸运的。”

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他听从
医生的建议，服用一种价格昂贵的药品维
持生命。一瓶药 24000 多元，吃一个月，医
保出 90% 的费用，自己出 10%，可这 10%，
对于每月退休工资只有不到 3000 元的老
人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

再婚的妻子是工人，工资只有一千多

元，儿子还在读大三，各种花费都需要用
钱。无奈之下，他只能帮着别人看店，赚点
钱补贴家用。“国家给我的已经很多了，我
也满足了，不能因为我得病了就去麻烦组
织和政府。”

“店里看店呢，很悠闲的。这份钱也缓
解了我生病之后家里经济比较紧张的问
题。所以网上说我现在特别困难是不至于
的，我们还是个小康生活。”

说起网上的报道将他的现状描述为
“沦落”、“贫穷”，吴抬着眉提高嗓子说：“我
现在状况是不好，但是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我们自己劳动自己挣钱，不拿不该拿的东
西，有人说要资助我什么的，我都拒绝了。”

“网络上说西沙海战英雄患病贫困给
人打工，我是觉得‘贫困’这个词太重了，失
落是有一点，但我跟太太不喜欢他们(媒
体)用‘贫困’这个词……港务局领导看到
这些，影响不好。”

上世纪 70 年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在吴先锋 61 年的人生经历中，上世纪

70 年代，是他最愿意谈的，那是他人生最辉
煌的时期。

之前，出生在海南省乐东县莺歌海镇
的吴先锋，已经有过一次参军经历———
1968 年，18 岁的他参军，3 年后退伍。1973
年，南海局势突变，在政府号召下，已经脱
下军装两年的他毅然参加西沙民兵队伍，
并担任班长。

1974 年 1 月，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
西沙群岛，老人说，他们是用言语和书写的
纸条，加上刺刀，才逼退登岛的南越军人
的。而广为传播的是，争执中双方开了枪，
我陆、海、空三军出动，民兵英勇无比，打死
南越十几个武装分子，收复若干岛屿。

后来，在江青等人安排下，广州军区和
新华社各抽调部分人到西沙进行宣传报
道——— 由陆、海、空三军的摄影记者组成了

一个十几个人的西沙摄影组，还有一个由
作家和诗人等组成的写作班子也去了。

原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宣传科副科长堂
伟先生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一上岛，就听到许多关于吴先锋的
事迹，于是我就很想去拍这个人。我和吴先
锋一块生活了一个星期。

有一天中午，吴先锋背着冲锋枪，手里
拿着螺号，英姿无比地站在海边望，那姿
势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造型。我们就过去
请他介绍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他把头一仰，
侧着脸跟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蓝色
的天空，红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闪光的
钢枪，真实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项元
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画面。

为了使在强光下的反差减小，我用了
反光板。又因为吴先锋的个子较矮，我就
用了仰视的办法，使他看起来更高大一

些。这样，一幅“目光炯炯、凝视远方、挺胸
昂首、警惕地日夜守卫在祖国的海疆线上”
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新华社很快发了通
稿。

接着，1974 年，《解放军画报》第 10 期
的封面上出现了吴先锋的照片：头戴草帽、
身着红衣蓝裤民兵服、手持海螺、肩挎冲锋
枪、神采奕奕。这张图片被广为转载，引发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收到很多表达仰慕之情的信件，淳朴
的吴先锋说：“我当时一封都没回，没那个
意识。我是收到别人的信才知道，1975 年
小学五年级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就是说我
的，叫《寸土不让》，那封信我也没回。”

全排 36 个人一致推选吴先锋，他获得
了广州军区颁发的一等功。1974 年 6 月，
由于到了“换防时间”，在西沙守卫疆土两
年的吴先锋又回到了老家。

几十年命运沉浮
回老家不久，刚好交通部下属的海南

八所港务局招工，他那时身体素质不
错，很快就被招录为该局的一名装卸
工。

而在吴的记忆中，改变他命运的，是
一次他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意外”。

1975 年初，上面通知他立即启程去
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一下“蒙了”，
自己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参加这种会议？

更令人惊讶的是，几天后，他被选为
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常委。

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后，他一边工作
一边到北京中央党校参加学习。1975 年
8 月，他不仅被破格提拔为八所港务局副

书记及副局长，同时也被任命为共青团广
东省委副书记。

他当上港务局的副书记后，书记夫妇
看上了这个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小
伙子，把“很漂亮”的女儿许给了他。“她老
妈那时觉得我政治前途大大的有，就让我
去他们家，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女
儿。’当时我前妻还在榆林陆军医院当兵，
当外科护士。”

这场带有目的性的婚姻，随着吴先锋
继续呆在海南和改革开放后职位停滞而
不欢而散———“ 1985 年的时候两老(岳父
母)想让我到广州去……跟着当时广州市
黄埔开发区的一个常务副处长，我当副处

长。我没去，因为广州我没有亲人。他们就
骂我，土包子，乡巴佬，你不来你们就离
婚。”

几十年的风雨，老人一路回忆起来，
已然是风轻云淡：“其实从八所港到现在，
我的生活差别不大，我这个人生活很单调
的。我不必装那个样子，享受什么待遇，搞
得很风云什么的，没意思，时间久了就那
么回事。”

很快，他又陷入另一种纠结：“从企业
退下来的统称员工，没规定你是科级、处
级什么的。我现在退下来了，该享受的东
西什么都没享受到……”

(据《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法制史学创始人张晋藩称———

盛世唐朝反腐法规严于当今
记者：据我所知，唐律是中国古代最早、最

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
响。能否说唐朝的统治者是很重视法制建设的？

张晋藩：唐朝盛世的统治者重视法制。不仅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立法活动，司法公正为历朝之
最。在唐朝盛世，“人有所犯，一断于法”。选择性
执法的情况比较少，即使是权贵，犯法也一样会
被惩治。因此，唐朝盛世的权贵是不敢随便欺负
老百姓的。而执法官断案的时候必须要引用法
条，否则被发现了要挨30板子。

记者：所谓的“夜不闭户”，说的就是唐朝盛
世？

张晋藩：古书具体是这样说的：商旅野次，无
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
自京师至于岭表，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
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记者：社会如此安定，死刑犯一定很少了？
张晋藩：唐朝贞观七年，一年的死刑犯只有

27个人。而当时的人口大约有6000万人。
同时，唐朝初年还大大减少了死刑罪名，一

共减去了92种。因为国家稳定了，没那么多人犯

罪了。而且当时的人心也很淳朴。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唐朝盛世在反腐败方

面有哪些法律规定？
张晋藩：首先，唐朝盛世在官员任用方面就

很重视。规定官员队伍不能随便扩编，乱扩编的
责任人是要被判刑的。

同时《职制律》规定，如果你推举一个人做
官，而被推荐的人的品德、行为如果不像推荐人
反映得那样好，推荐人是要按犯罪论处的。唐朝
还规定，对有德有才的人，就应该荐举提拔。如果
你隐瞒不举，责任人也构成犯罪，要蹲三年大狱。

当时过了科举不是马上就能做官，而是要面
试。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重

“德”甚于重“才”。
记者：当一个人最终当上唐朝官吏，约束他

们不去腐败的法律，是否严格呢？
张晋藩：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也很具

体，有些规定甚至比当今的刑法更加严格。按照
唐律，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吏在辖区内只要收受了
他人财物，无论是不是“利用职务之便”，都按犯
罪处理，以避免有人以“礼尚往来”为借口送钱。

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唐朝官员的家人如果收受了贿赂，即便官员
事前不知道家人的行为，也默认其有罪。而按照
现行刑法，这样的行为是不算犯罪的。

唐律还禁止官员及官员的家人经商，否则一
律治罪。

记者：唐律对于现世的中国法律，有哪些借
鉴意义？

张晋藩：直接的借鉴意义谈不上，毕竟那是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律。说借鉴，主要是说它
的历史经验——— 制定法律，不能只当成一个任
务，不是做样子，法律是用来实施的。否则制定
得再多，也没有权威性。

今天，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了，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树立法律的权
威，做到“人有所犯，一断于法”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只讲法律，忽视道德也是不行的。特别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道德水准低下，要想
推行法治是很困难的。

（据《法制晚报》）

大唐盛世，提拔干部

看走了眼，要按犯罪论

处。

大唐盛世，禁止官

员及官员的家人经商，

否则一律治罪。反贪污

贿赂的法规比当今刑法

更严格。

自上而下的法制观

念，让唐朝迎来了“夜不

闭户”的社会安定和占

世界一半的GDP盛世。

中国法制史学家张

晋藩表示，盛世法律的

特点就是强调“以法断

律”，不“以法断律”，就

谈不上盛世。

吴先锋在家中。

吴先锋抗击南越侵略者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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