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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月中旬，在台湾的陈诚
得到一份中共宣传刊物《光明报》，面
报蒋介石，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缉
拿中共地下党重要干部。“保密局长”
毛人凤为此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将
此事交给“上校”谷正文负责。

就在这个案子的审讯中，谷正文
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老郑”。“老郑”
何许人也？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会
第一号人物，曾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
部蔡孝乾。 1950 年 1 月，“老郑”被
捕，后寻机得以逃脱，但其笔记本不
慎落入谷正文之手。谷正文在笔记
本所记载的联系人中，竟然发现了

“吴次长”。但毛人凤不敢贸然行事，
因为吴石是陈诚的校友，与“参谋总
长”周至柔是至交，动这样一个人物，
必然大费周章。

1950年 2月 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
紧急约见朱枫，告知其“老郑”已被捕，
她必须转移，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
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
输机飞往舟山群岛。危急时刻，吴石冒
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1950年2月4日晚12时，谷正文一
行对吴石家进行突击搜查，谎称有人举
报吴石是共产党。但搜查的结果一无
所获。这时谷正文看了吴石夫人王碧
奎一眼，发现她眼神有一丝慌乱，于是
心生一计，称没有找到证据，但办案要
有笔录程序，要麻烦夫人走一趟。

吴石思考良久，没有答复。然后
对谷正文说：“我先上个厕所。”说完
走到桌边，很隐蔽地将一个小瓶拿在
手中，这是一瓶安眠药，吴石准备在
厕所自杀。这个细节被发现后，谷正
文心中一阵狂喜，终于可以确定吴石
的身份，并及时制止了吴石的行动。

迫于无奈，吴石答应了谷正文的
要求，同时叫了一名随身副官，与夫
人一同前往。

车子行到一半，谷正文对吴石的
随身副官说，到了。当其下车后，狡猾
的谷正文立即加大油门，将吴夫人一
个人带到南京东路的家中。他称吴石
如果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
（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他，而她不是
军人，如果担当一点责任，就说来找

“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自己的远房亲
戚，才能救吴石。并欺骗她说自己是
吴石的部下，会在笔录上巧妙处理一
下，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就
这样，吴夫人无意透露了朱枫的名字。

1950年2月5日晚上，谷正文再次
来到吴石家中，称奉命传其谈话。吴石
厉声怒斥并给周至柔打电话，然而，这
个昔日的至交早已得到消息，拒接电
话。谷正文在其寓所搜出吴石亲笔签
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
书面材料，为吴石“叛逆”定了罪。

蒋介石得知此案后，十分震怒。
亲自下令枪毙吴石等人，并指定专人
对行刑全程跟踪、拍照，以确保吴石的
旧友与部下无法“掉包”，死要见尸。

1950 年 6 月 10 日，吴石在赴刑
场前，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
嗟堪对我翁”的诗歌，表达自己甘为
统一大业奉献自己生命的决心。在
得知吴石等人遇害后，毛泽东心情十
分沉重，挥毫写下了一首：“惊涛拍孤
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
迎春早。”（据中国军网、《湖南日报》）

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 称“死要见尸”

吴石 1894 年 8 月出生于福建福
州，1915年投笔从戎，进入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炮兵学校，
1930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
两校毕业时都名列第一，被称为“十
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
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
射、能驾、能泳。1934年进入国民政
府工作，一直担任军政要职。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致力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吴石受到了党中
央的注意。1938年 8月，国民党在武
汉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
班”，共产党部分领导人也应邀前来
授课。吴石作为班主任，与周恩来、
叶剑英等人有了直接接触。

能争取到吴石，不能不提到何遂。
何、吴两位将军曾在桂南会战、长沙
会战中共患难，同生死，友谊日笃。
何遂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其子
女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被称为

“情报世家”。他早年参加革命，反
对蒋介石政府，以民主人士身份积
极为我党奔走。

1947 年春的一天，对国民政府
极度失望的吴石找到何遂，希望通
过他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何遂
十分了解吴石，见他下了决心，便安
排他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在上
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见面。何遂
之子何康陪同，他回忆：“他们大概
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出来后便微
笑着相互道别，我便知应该是建立
了某种联系。”于是，何康成了吴石
的单线联系人，吴石为我党工作的
序幕正式拉开。

好友牵线
猛将“锦江”觉醒

1946年至 1948年，吴石受蒋介石
任命主持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工作，
负责收集编撰军队在抗战中的历史资
料。这为他搜集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更成为了决战时刻我地下党组织
布下的天罗地网中的重要环扣。

吴石有一位好友叫吴仲禧。他和
吴石是老乡，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
1937年 7月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6
年 9月，在吴石的推荐和帮助下，出任
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
1947年 6月 30日，我党派出刘邓大军
向大别山挺进，揭开全国性战略大反
攻的序幕。吴仲禧也接到地下党组织
的任务，要求从华中“剿总”（“剿匪”总
司令部）处了解敌方兵力部署情况。

吴仲禧从上海赶到南京后，便在
吴石家中住下，结识了来探访吴石的
华中“剿总”情报科科长胡宗宪，此人
是吴石的学生。因吴仲禧是吴石好
友，胡宗宪对他很敬重，并主动提出

寄送“作战态势旬报”，请吴仲禧指点
一二，至 1948年底从未断绝。后经上
海地下党组织研判，此“旬报”中包含
了国民党部队番号、兵力、军官姓名
等，且为一手资料，具有连续性，对我
军很有价值。

1948 年 6 月，吴仲禧到徐州“剿
总”检查工作。徐州“剿总”参谋长是
李树正，也是吴石的学生，一向尊敬
吴石。吴石知道吴仲禧在执行“特殊
任务”，便亲笔写信给李树正，嘱其照
顾安排。李树正对吴仲禧礼遇有加，
带他参观了机要作战室等核心场所。
吴仲禧将作战室中从商丘到海州国共
双方兵力部署情况默记脑海，翌日假
借身体不适结束视察，火速返回上
海，将这份对淮海战役至关重要的情
报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地下党组织。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
江以北战场上全面败退，蒋介石紧急
将海防第二舰队调入长江，打算以长

江沿岸防御体系做最后顽抗。巧的
是，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吴石是老
乡，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一
直抱有重振中国海军的远大理想。

林遵看到舰艇装备极差，心里清
楚蒋介石就是要他当炮灰，拖住共产党
的军队，为国民党高层逃台争取时间。
他正在郁闷之际，吴石来访。吴石对
林遵推心置腹，两人秉烛夜谈一直到
天亮。吴石为林遵认真分析当前局
势，并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其考虑。
下策是替蒋介石卖命，图个加官晋
爵、荣华富贵；中策是学晚清海军提
督萨镇冰，保持中立，告老还乡；上策
则是率领舰队起义干革命。听了吴石
的“三策之论”，林遵坚定了起义决心。

1949年 4月 23日，林遵率领部队
在长江下游笆斗山江面起义，毛泽东
赞其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林遵
的起义军也为后来新中国建立自己的
海军和海防奠定了基础。

决战时刻 密送“剿总”情报

蒋介石下令枪毙 毛泽东赋诗颂扬

“密使一号”吴石：潜伏台湾的最高特工
他文武兼备，号称十二能人；他推进解放，协助获取“剿总”情报；他联络同志，促成江防舰队起

义；他心系统一，冒死赴台血洒宝岛。他，就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卓越贡献、1950年震惊两
岸的“吴石案”的主角吴石将军。

翻拍的吴石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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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源 ■

■ 拾遗 ■

“哥”是一个非常普通常见的字，一般情况下和“兄”意义相
同，指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或同族同辈中年龄比自己大的
男子。如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维哥
孝友慈惠，和易谦恭。”但在唐、宋皇家里，“哥”的称呼却别具一
格，用法各有不同。

顾炎武《日知录》：“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
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
也。玄宗子《棣王琰传》：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
顾炎武举的两个称父为“哥”的例子其实都只在李唐皇家，
并非唐时人都如此，比如白居易的“哥”就是普通的“兄”。
即使在李唐皇家，“哥”也常常即是“兄”。《旧唐书·高祖二十
二子》：“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
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

‘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
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李元名就叫同父
异母的唐太宗李世民（李渊第二子）“二哥”，李世民称其为弟，
兄弟二人“哥弟”相称。又如《旧唐书·睿宗诸子》记载，唐玄宗
李隆基的大哥唐睿宗长子李宪（成器）薨后，唐玄宗的御制悼文
写道：“一代兄弟，一朝存殁，家人之礼，是用申情，兴言感思，
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俦，尝号五王，同开邸第。”也是
哥弟、兄弟通称。可见，在李唐皇家的称呼体系里，“哥”可以
用来称呼父亲，也可以用来称呼兄长。

有趣的是，在赵宋皇家的称呼体系里，“哥”并不用来称比
自己辈分长的父、年龄长的兄，而是用来称呼子辈或同辈的弟
弟。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孝宗恢复”条：“上每侍光尧，
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
却议之。’”“吴云壑”条：“宪圣既御帘政，则戒公曰：‘垂帘非我
志也，不比大哥在时（原注：谓孝宗）。汝辈自此少出入，庶免干
预内廷之谤。’其严待家人如此。”“陆石室”条：“太上读数首，太
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原注：孝宗）。’宪圣从旁
赞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职做
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苦他。’”宋高宗退位后,宋孝宗
给高宗上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宪圣指宋高宗宪圣慈烈
皇后吴氏。宋高宗没有子嗣，宋孝宗过继后，已是赵构和吴氏的
继子，但两人却叫宋孝宗为“大哥”。不但宋高宗夫妇称儿辈的
宋孝宗为“哥”，韦太后也是如此。《四朝闻见录》“柔福帝姬”条：

“及韦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
说，错买了颜子帝姬。’”韦太后是宋高宗的母亲，其称自己的
亲生儿子亦为“哥”。《宋稗类钞》：“绍兴和议成，显仁太后将
还。钦宗挽其裾曰：‘寄语九哥。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
他无望于九哥也！’”根据《宋史·宗室列传》记载，宋徽宗有 31
子，宋钦宗最长，宋高宗排行第九，作为大哥的宋钦宗却叫九弟
赵构为“九哥”。

可见，李唐皇室子弟一般用“哥”来称呼父、兄；而赵宋皇家
则恰恰相反，“哥”往往是父（母）、兄对子、弟的亲切叫法，二者用
法有着较大的差别。 （据《联谊报》）

“哥”之称呼唐宋皇家有分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
中国东北，并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华
北的掠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
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率先
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1936 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积极
推动促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
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
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
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并在
敌后组织抗日武装。

1937年 9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
共中央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
自主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纲领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
武装，发动武装起义，是当前的紧迫任
务；起义部队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
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
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
弹药。随后，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各地
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 12月 24日，中共胶东特委
在理琪等人的领导下，在文登县天福
山组织人民群众拿起长枪、土炮、大刀

和红缨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天福山
武装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三军。起义在胶东地区得到了热烈
响应，短短几个月，文登、荣成、威海、
蓬莱、牟平、海阳、黄县、福山、即墨等
县（市）纷纷响应，武装起义反抗日本
侵略的熊熊烈火呈燎原之势，胶东人
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胶东大地一片生
机。然而，一个难题摆在了新组建的
部队面前，那就是缺乏武器弹药。据
起义战士回忆，没有子弹，他们就拿秫
秸棍儿塞进子弹带迷惑敌人、鼓舞群
众，手榴弹也有不少受潮、不能使用
的。筹集枪支弹药就成了起义队伍一
个重要工作。

1938年 2月，中共蓬莱县委组织武
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
军第二路军。军阀吴佩孚家就在蓬莱
城里。为了解决武器问题，起义部队找
到了吴家。几经努力，部队从吴家得到
长短枪一百多支，其中就有一挺“二四
式”马克沁重机枪。

这挺重机枪全长 1197.55 毫米，枪
身重 20 千克，枪架重 29 千克，口径为
7.90毫米，采用水冷方式，以 250发帆布
弹带供弹，每分钟可射击 400—600发子
弹，表尺射程尖弹 2500米、重尖弹 3500

米。之所以叫“二四式”，是因为 1934年
中国金陵兵工厂从德国引进马克沁机
枪图纸，并于 1935年即民国二十四年定
型生产。得到这挺机枪，战士们如获至
宝，手里终于有了像样的武器。因为这
挺机枪火力压制时间长、威力大、可靠
性高，枪身又呈铜黄色，战士们亲切地
叫它“老黄牛”。

1939年，“老黄牛”所在部队改编为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十三团，成
为八路军在胶东地区的主力部队之
一。抗战期间，这挺“老黄牛”机枪与抗
日救国军、八路军的指战员们一起参加
战斗百余次，见证了大青阳阻击战、孙
祖大捷、半壁山伏击战、日庄战斗、良蒙
山战斗、郭家店战斗、蛇窝泊据点拔除
战、马连庄战斗等一个个胜利，屡立战
功、威名远播。

“老黄牛”也曾短暂离队。1940年
12月下旬，因遭汉奸地主告密，十三团
团部在掖县上庄宿营时，突然遭遇日
军包围。突围战斗中，我军损失惨重，
重机枪手牺牲，“老黄牛”也被日军夺
去。得知“老黄牛”落入敌手，本已冲
出重围的团长李绍桥和政委苏晓风，
立即组织队伍杀回村里，经过激烈战
斗，把“老黄牛”抢了回来。不幸的是，

撤退途中团长李绍桥壮烈牺牲，年仅
30岁；政委苏晓风重伤被俘，后被日军
残酷杀害，年仅 25 岁。“老黄牛”归队
后，十三团更加珍惜这挺以团长和政
委的生命为代价夺回来的重机枪，像
宝贝一样精心维护，让它在战场上大
显身手。 1942 年 3 月，“老黄牛”机枪
随部队血战仰望顶，狠狠地打击了日
军“打遍胶东无敌手”的疯狂气焰，粉
碎了敌人的拉网扫荡，鼓舞了胶东军
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胶东人民将“老
黄牛”编进歌曲传颂：“胶东有个十三
团，作战真勇敢，仰望顶一场血战……
老黄牛咕地叫，迫击炮轰轰地炸……
打死打伤日、伪军三百三十三，击毙大
岛鬼子回家上西天……”就这样，“老
黄牛”与战友们拔碉堡、夺据点、杀鬼
子、除汉奸，十三团“老虎团”之名威震
胶东，“老黄牛”的名声也随之流传。

解放战争中，“老黄牛”所在部队参
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斗，解放济南时
率先把红旗插上城头，被中央军委授予

“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1958年，这
挺功勋卓著的“老黄牛”机枪光荣退
役，从部队来到博物馆，向观众讲述抗
战故事。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略转移
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革军委决定
将 1933 年 10 月 17 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
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
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赓
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
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 3 个步
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共 1400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
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
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干部
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
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
部团的队伍里。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
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
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 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
毛泽东，随即指挥四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战斗。

1935年 1月 28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
土城枫村坝、青杠坡突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由
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陷入困境，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
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有力打击了敌人。土城战斗后的第二天，
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敌人。

2 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义。
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 120余里，由干
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余赶赴遵义城外
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
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 10团
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
又 8个团，俘虏敌人 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打乱
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月 2
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 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干部团以
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
为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
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 160余里，迅速占领
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俘敌 1个排和江防大队
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掩护中央红军
大部队以 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
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中革军委通令嘉奖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
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
边学。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充分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
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究战
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
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
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
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年 9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
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
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
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
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据《学习时报》）

红军干部团——长征中的“流动学校”

“老黄牛”的抗战

原装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资料图片）

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在战斗危急时刻，重机枪手死守阵地，紧
握机枪喷射出愤怒的火舌，扫向敌群。而其中常见的重机枪，就有大名鼎鼎的“老黄牛”马克沁重
机枪。

抗战八年，它伴随抗日志士驰骋沙场，立功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