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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运周的另一位堂兄廖运泽早在 1926年 6
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受上
级指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地下党
组织，从事兵运工作。

廖运周起义后，蒋介石发布命令，解除廖运泽
国民党第八绥靖区暂编第一纵队司令的职务，
调到后方任闲职（实为人质）。廖运泽接到蒋介石
的命令后没有赴任，而是带着家属去了苏州亲
戚家暂时栖身。廖运升率部到达杭州时，廖运泽
携家人赶赴杭州和廖运升会合，参与制定起义
计划，并和廖运升共同行动，和一一〇师前往义
乌。到达义乌后，国民党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
派高参李英伯带人尾随而至，要一一〇师家属

立即全部集合上车。廖运升始终以钱粮筹措需
要时间、自己的家属去杭州城内看病未归为借
口，坚持不集合家属上车，双方相持到中午。
廖运泽为了使起义能顺利进行，挺身而出，带着
全家随李英伯上了火车。火车到达金华时，一
一〇师已经起义，廖运泽设法摆脱了看守，率全
家下车，改乘汽车前往广州。

廖运泽到广州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
出走香港。在香港期间，廖运泽在中共华南局
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与侯镜如一起，成功策动国
民党军第三一八师起义，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
献。1952年夏，廖运泽从香港到达北京。

（据《人民政协报》）

“黄埔三鹰”率部起义前后
民国时期，安徽省

凤台县廖家湾出了 3 位
国民党军将领，他们就
是 廖 运 周 、廖 运 升 、
廖 运泽。抗日战争期
间，3 人都立下过赫赫
战功；解放战争期间，3
人又分别率领部队起
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由
于廖家三兄弟都是出
身黄埔军校，因而被人
称之为“黄埔三鹰”。

1980年，廖运周（左）、廖运升（中）、廖运泽在民革中央会议上。

1927 年，廖运周在黄埔军
校时经靖任秋等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在叶挺领导下的第
七十五团任参谋，并参加了南
昌起义。土地革命时期，廖运周
遵照上级指示，在国民党军队
中开展兵运工作，并向党组织
输送有关国民党军的情报。抗
战期间，廖运周一面奉命长期
隐蔽，一面率部抗日，并屡立战
功，很快被晋升为师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
全面内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
国民党军工作部派担任第一室
主任的廖运周入党介绍人靖任
秋，和时任国民党军一一〇师
师长的廖运周取得联系，计划
一一〇师在豫北举行起义。因
蒋介石突然调该部前往山东，
起义暂时取消。为了便于更好
地掌握部队，为日后开展起义
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应廖运周
要求，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派
遣徐仁等到一一〇师，被廖运周
安排在重要岗位。

廖运周从未忘记自己的党
员身份，始终把当年组织交给
他的任务放在心头，想方设法
为党争取革命力量。1947 年，
廖运周在一一〇师成立了中共
秘密党委，廖运周为书记。他
在调动反动军官的同时，还发
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为日
后的起义打下了基础。

1948 年，廖运周接到了上
级“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
起义归队”的指示。11月 6日，
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军将数十
万国民党军“精锐”分割包围在
淮海战场上。蒋介石急调黄维
兵团赶来解围。廖运周任师长
的一一〇师当时隶属于黄维兵
团，也随兵团由湖北战场向淮
海一带开拔。一路上，廖运周
将国民党军的机密情报源源不
断地送给解放军。

24 日，黄维误认为解放军
已被“击退”，便令所属各部准
备继续向宿县攻击前进。但黄维
万万想不到，此时解放军已切
断了黄维的后方补给线。等他
察觉出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时，
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黄维兵团
的合围，把黄维兵团的 12万人
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
十几里的狭窄区域里。

26 日午后 5 时许，黄维派

人找来廖运周等，对他们说道：
“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
共军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
成，我决定挑选 4个主力师，齐
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马
上意识到举行战场起义、打破
黄维突围企图的时机已到，就
对黄维说：“我们师请求打头
阵，愿当开路先锋！”黄维听罢
大喜，立即对廖运周部署了任
务。廖运周随后便将黄维兵团
的突围计划送到解放军指挥
部，并把自己决定率部起义的
计划也同时报告。他还提出请
解放军前沿部队在一一〇师突
围的左翼让开一个口子，等一
一〇师通过后“再把口子堵
上”。解放军立即批准了他的
计划。考虑到一一〇师两翼皆
为敌军，恐怕对起义不利，廖运
周又一次面见黄维，对他说道：

“4 个师齐头并进，我军手中就
没有了预备队。让我师先行
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
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马上
同意，还命令通知空军调飞机
配合一一〇师的行动。

1948 年 11 月 27 日晨 6 时
整，一一〇师（欠三二八团）
5000余人，按照拟定的路线，迅
速奔向解放军的阵地。黄维通
过报话机不时地询问一一〇师
进展情况，廖运周则不断向其
报告“突围顺利”。上午 9点多
钟，4 架国民党飞机呼啸着飞
来，在一一〇师头上来回盘
旋。廖运周考虑到还没有完全
脱离危险地带，还要继续迷惑
敌人，遂命令各连摆出预先规
定的联络信号，告诉飞机一切

“正常”。
不久，一一〇师起义官兵

全部通过了解放军的前沿阵
地，解放军随即迅速“把口子堵
上”。跟在一一〇师后面的国
民党部队，突然遭到解放军的
迎头痛击，死伤惨重。起义的
当天下午，一一〇师炮兵营参
加了阻击黄维兵团突围的战
斗。当晚，解放军中原野战军
首长派第二纵队政委王维纲看
望起义部队官兵，并在连以上
军官会议上宣布廖运周的共产
党员身份。淮海战役后，一一
〇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
廖运周任师长。

廖运周率部起义的时候，他的两位堂兄
廖运泽、廖运升在国民党第八绥靖区暂编第一
纵队任正、副司令，司令部设在安徽寿县的正阳
关镇。当暂一纵队驻正阳关之初，廖云泽、廖运
升就开始与共产党、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
战军有关部门进行了接触。蒋介石派国民党国
防部保密局安徽阜阳地区情报组中校组长刘惠生
监视廖部行动。刘惠生到来后，经廖云泽、廖运升
的思想工作，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表示愿与廖
运泽、廖运升合作。

1949年 1月，暂编第一纵队改编为暂编第
一师。当时廖运周已经起义，蒋介石对廖运泽
和廖运升更加不信任，将廖云泽调走。但为了
稳定军心，蒋介石不得不任命廖云升担任暂编
第一师的师长。廖运升继续和解放军取得联
系。不久，解放军华野部队派朱淮明到寿县与
廖运升见面，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起义的指示。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当局命
令廖运升率部离开寿县南下，渡江至芜湖，在此
通过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石原皋、
方向明等联系。廖运升率队调防泾县时，与中
共皖南游击队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并为游击队
秘密送去电台 1部。不久，暂一师被改编为暂编

一一〇师，廖运升仍任师长。该师不日奉命南
下，前往杭州，在这里，廖运升和支持起义的军
官多次集会，交流情报，分析形势，大家一致认
为：不再跟国民党继续南下，在浙赣线上把握起
义时机。为此他们立即分头去做相关工作：派
人去找解放军和游击队；设法拖延南撤时间；着
手分散安排随军家属。

4月中旬，一一〇师到达萧山后不久，廖运升
就接到了堂弟廖运周派人送来的信，积极准备
起义。1949年 4月下旬，一一〇师奉调浙江义
乌，接替国民党三十五师防务。5月 2日拂晓，
廖运升率部到达义乌。

鉴于形势紧迫，5月 3日上午，廖运升决定
就地起义。当晚，廖运升就召集一一〇师营以
上军官开会，宣布起义，并派人和当地中共地下
党组织、浙东游击队取得联系。5月 8日下午，
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自金华方向到达义
乌，义乌宣告解放。5月中旬，一一〇师遵照解
放军二野总部命令，进行了整编，原一一〇师 3
个团，编入解放军十二军，师直属部队包括学生
队编入十二军直属队。从此，一一〇师起义官
兵跨入了人民解放军行列，随大军南下，追歼国
民党军残部，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廖运周率部在淮海战场起义

■廖运升率部在义乌起义

■廖运泽在香港参与策动三一八师起义

■ 拾遗 ■

1924年，我们党成立了最早的一批地方党校——安源
党校和北京党校。其中，安源党校由刘少奇任校长，既培训
党员干部，又培训青年团员和工会干部。

1925年，党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强
调，“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根据党的现实能
力，可以开办两种形式的党校：一种是地委领导下的普通党
校，一种是区委领导下的高级党校。此后，我们党在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相继创办了一批高级党校、普通党校。

1933年 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在
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 300人顺利毕业，为苏区建设奠定
了重要基础。1934年 10月，共产主义学校跟随中央红军一
起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改称为中央党校。

从 1943年 3月到 1947年 3月，毛泽东同志兼任中央党校
校长，并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还亲自到中
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大力推进党校事业发展。

在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县
团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到中央党
校进行培训。之后，经过系统培训和党性锻造的学员奔赴四
面八方担当重任、屡创奇迹。

由此，中央党校进一步成为为党育才的主渠道，为我们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员干部教育和队伍建设、党性修养和
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作
出了贡献。 （据《解放日报》）

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

北宋初年，郭进被宋太祖任命为洺州（治所今河北永年）
防御使，又委以西山巡检重任，身处抵御北汉和契丹的最前线。

郭进出身贫寒，年轻时嗜酒好赌，不过他天性豪爽，喜
欢豪侠，投身军营后因战功逐渐成为一名将军。他没什么文
化，治军就一个字──“狠”，手下的士卒违反了军令，他经
常不问情节轻重，动辄处斩。

有一次，一个军校触犯了军令，他深知郭进知道后自己一定
性命难保，索性铤而走险跑回京师，向宋太祖揭发郭进在西山滥
杀无辜。这下他是撞枪口上了，因为宋太祖对郭进那不是一般
的器重。曾经宋太祖诏令工部在京城为郭进建造宅第，特别指
示“悉用筒瓦”。有关部门搬出条例，称：“依旧制，不是亲王和公
主的宅第，没有资格使用筒瓦！”宋太祖勃然大怒：“郭进镇守西
山十余年，抵抗北汉与契丹，使我免除北顾之忧，我岂能把他看
得比儿女还轻？别再妄加议论，速速前去按诏令监督建造！”

宋太祖亲自审讯军校，三言两语便明白了军校的小心
思，他对左右人说：“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尔。”他不过是
犯有过失害怕责罚，所以故意诬陷郭进以求免罪罢了。随后
派特使把军校押送回西山交还郭进，“令杀之”。

见到被押解回营的军校，郭进并没有怒气冲发，还命人
给他解绑，然后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敢到京城告我的状，
的确很有胆气！现在北汉大兵压境，大战在即，我恕你无罪，
希望你上阵踊跃杀敌，你若立下战功，我立刻向朝廷举荐你
为官；如果战败，你可以投奔北汉！”

军校一听，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效死命。在随后的战
斗中，这名军校“踊跃赴战”，带头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立下
战功。郭进于是亲自上书宋太祖，详细陈述了他的功绩，请
求授予他官职。太祖看罢，回复说：“这个人诬害我大宋忠
良，这点战功让他用以赎罪就足够了，赏官就免了罢。”没有
同意。郭进再次上书恳求说：“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
太祖于是答应了，给这个军校如约升了官。

这或许才是郭进所向披靡的秘密。一支队伍真正富有战斗力，
作为主帅除了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言而有信。（据《天津日报》）

言而有信

1916年茅以升从交通部
唐山工业学校毕业后，被清
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
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
专业。到了美国之后，茅以升
看到了中国造桥方面的差
距，时间是宝贵的，不懂怎么
办那就学，茅以升开始废寝
忘食地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茅以升
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
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
时，还在一家建筑公司实习。

造桥需要方方面面的专
业人才，而那时国内缺少各方
面的人才，茅以升不能只满足
于自己做个一方面的专家，需
要什么都懂一点。他亲手绘
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
同行们看到后很惊讶，就说你
不用干这些，这是工人们干
的，你只需要设计就行了，茅
以升也不回答，终于成了一位
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

茅以升的博士论文《桥
梁桁架的二次受力》震惊了
海外，被称为“茅氏定律”。

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
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
程师。茅以升都拒绝了，来
者还不死心，提高了待遇和
职位，只要茅以升能来就行，
茅以升不为所动。美国同事
知道茅以升想回国，感到很
可惜，就劝他留下，说：“科学
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
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
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
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
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
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
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
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
务。”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
身本领回到了祖国。

茅以升在自然条件比较
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
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 1453
米，基础深达 47.8 米的双层
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
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
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
的丰碑。（据《联谊报》）

读史忆人 典 故

“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对香菜的爱与恨古代就上演了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15%的人不吃香菜，专家称不喜欢可能与基因有关

“香菜”最早的汉语称呼是
“胡荽”，因为它的原产地在西
方。在可考的文字记载中，香菜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在公元 200
多年的西晋，时人张华在《博物
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
蒜……胡荽。”

由于味道特殊，早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香菜就已成为了一种
非常流行的提味菜。和张华同
时代的著名美男子、文学家潘安
就极喜爱香菜，他在《闲居赋》
中，除了总结自己的官场生涯，
以及对闲居的向往，还提到了对
香菜的喜爱——“堇荠甘旨，蓼
荾芬芳”。其中的“荾”同“荽”，
就是指的香菜，意思是堇菜、荠
菜甜美可口，蓼菜、香菜多么香
美芬芳呀！

到西晋末东晋初，一个叫
陆翙的人在《邺中记》里记录了
一个和香菜有关的故事，说的是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皇帝石
勒是胡人，因为听不惯身边人说

“胡”字，于是把带“胡”字的事物
名称全改了，胡荽也被改为了“香
荽”。然而因为后赵政权存在时
间短暂，这次强制的改名并不彻
底，在之后的历史文献中，“胡
荽”和“香菜”开始并存。

同样，中国古代还有人因为厌恶香菜，将香菜称
为秽荽，并与臭蒜、邪蒿放在一起。明朝小说家冯梦龙
在笔记小说集《古今谭概》里还记载了个段子 :有位
姓李的读书人种香菜，他道听途说，称种香菜时得说

“不干净”的话，不然香菜长不好。可老李说不出秽
语，只好一边种一边说 :“夫妇之道，人伦之本。”有
天家里来了客人，老李就让儿子小李接手种香菜的
活儿，小李更说不出口，只好不停地念叨 :“刚才我
爹都说过了，还请芫荽好好生长呀！”

对香菜持有偏见的人并不少见，比如明代文学
家王世懋在《瓜蔬疏》里就直接说:“胡荽，味苦无
当。而在五荤之内，不植吾圃中可也。”明确指出自
己绝不会在菜圃中种植香菜。

香菜在古代有哪些吃法呢？1500多年前，贾思勰不仅
在《齐民要术》里教大家如何种香菜，还教大家如何吃香菜 :
作胡荽菹法。“菹”是腌制的意思，就是教大家腌香菜 :“汤中
渫出之，着大瓮中，以暖盐水经宿浸之。明日，汲水净洗，出
别器中，以盐、酢浸之，香美不苦。”用开水沥过，再用温盐水
浸泡一夜，第二天搭配盐、醋一起吃，非常美味。

明代养生学家高濂在著作《遵生八笺》记载了一道“炒腰子”
的做法，是将香菜加入热锅与腰子炒熟共食，这是熟吃。除此以
外，香菜还可以生吃，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里说:“（胡荽）食
馔中多作香料，以助其味。于蔬菜子叶皆可用，生熟皆可食，甚
有益于世也。”挑明了香菜在菜肴中“黄金配角”的地位。

生吃香菜在吃鱼时尤为常见，古籍《大业拾遗录》里记载
了唐朝的一道名菜“金齑玉脍”，这道菜以吴郡八、九月霜下之
时的鲈鱼为食材，然后将鱼肉与香菜叶相拌，再加上金橙汁水
制作而成，这道菜在唐朝深受欢迎，号称唐朝的第一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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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的人称其为秽荽
并与臭蒜、邪蒿放在一起

古代吃法也不少 可腌可炒可生吃

科普

每个人闻到的“香”不一样

香菜的“香味”是由甘露糖醇、正癸醇、壬醇和芳樟醇
等多种挥发油物质融合而成，这种味道对不爱吃香菜的人
来说是一种“折磨”，而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美味。

同样的香菜，为什么每个人闻到的“香”不一样？美
国一家著名基因检测公司研究人员对近5万人的DNA进
行研究比较发现，那些吃了香菜觉得有肥皂味的人都携带
一种名为“OR6A2”的特殊基因。这类基因参与人体的嗅
觉味觉功能，并且对醛分子特别敏感，这种化学物质具有
香菜的气味，即所谓肥皂味。他们还发现:约一半的欧洲
人染色体中有两个“OR6A2”基因，但只有15%的人说香菜
有肥皂味，另有11%不携带“OR6A2”基因的人也说香菜有
肥皂味。研究人员表示，遗传变异在对香菜的味觉感受中
占有了一定的比例，不仅如此，另一种与气味相关的基因
和两种与苦味相关的基因也会影响对香菜的味觉。

（据《厦门晚报》）

火锅、香锅、烤鱼、牛肉面……面对种种美食，有些人少了香菜总觉得不够味道，而另
外一群人满脑子只有一句话:不要香菜！千万不要香菜啊！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大约有 15%的人不吃香菜。同样的香菜，为什么每个人闻到的
“香”不一样？其实，这与个人基因有关。

香菜两千多年前开始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和今天一样，古代不少人为香菜入迷，同
样也有人对它恨之入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