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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原型，她就是江

竹筠。

孤儿入党学会计，“江姐”机警化风险

1930年，年仅 10岁的江竹筠被迫到重庆
织袜厂当童工。11岁时，她进了重庆一所孤
儿院，1937 年，考入重庆中国公学附属中学
读高中，两年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江竹筠虽一心向往去延安，但此
时党组织需要她留在重庆从事地下通信联络
工作。江竹筠毫不犹豫地听从安排，并从零开
始学习会计等多方面知识，为日后艰苦卓绝的
斗争做好充分准备。

1939 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向江竹
筠宣布她被任命为新市区区委委员，并将该
区女党员，包括化龙桥、沙坪坝一带学校中的
党员名单交给江竹筠，并要她按照“隐蔽精
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直
接单线联系这些同志。

从此，江竹筠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党员成
为党组织负责人。为便于工作，她的社会职
业是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的办事员。每天晚上
下班后才是她开展地下工作的时间。单线联
系地下党员传达指示时，她总是事先把文件
或口头意见记熟，才出发去见面；如果赴学校
做工作，她总是学生打扮。大家亲切地称她
为“江姐”。

江竹筠每天要到位于观音岩临华街道
曾家岩妇女慰劳总会上班，必须经过国民
党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总部。她并
没有避开绕行，而是以沉稳的脚步从容走
过，因此熟记许多特务面孔。有一天，江竹
筠送完信回来，路过党的《新华日报》发售
点时，发现设在该报对面和侧面的特务监
视点反常，似乎空无一人，这引起她的高度
警觉。她买了本书后，发现有人盯梢，立即
拦住一辆人力车，让车夫向民生路快走。
趁盯梢的人越过马路找同伙帮忙去了，她
匆忙付了车钱，下车钻进邻近小街，成功甩
掉尾巴，化解危险。

为党结婚考大学，家是客栈和机关

为防止敌特无孔不入的破坏，党组织决
定将重庆一些区县基层组织撤掉，与许多地
下党员暂停联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建立个别
单线联系网。

重庆市地下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彭咏
梧因有较好社会职业掩护，负责联系的党员
数量较多，但他没有家眷，住在单身宿舍，对
外联系不便，极易暴露。考虑工作需要，1943
年 4月，江竹筠接受党组织安排，与彭咏梧假
扮夫妻，协助开展党的地下通信联络工作，他
们的“家”还成为重庆市委秘密机关和地下党
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为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彭
咏梧让江竹筠报考号称“民主堡垒”的原国立
四川大学。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报考难
度可想而知，但她向彭咏梧保证：“为了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她化名江志

炜，克服重重困难，两个多月复习后，成功考
取川大并入校学习。

彭咏梧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她并
布置具体工作。江竹筠始终按照党组织

“每个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勤学、
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在搞好学业的同时，
在学校积极交友，联系发动群众，壮大革命
力量。她积极加入川大文学笔会和川西地
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
会”，与进步青年进行思想沟通交流。

经过两年共同工作的考验，1945年夏，经
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姐正式结成夫妻。抗
日战争结束后，因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江
竹筠按照党组织要求离开川大回到重庆。她
以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的丈夫彭咏梧的名义，
在重庆大梁子租房住下，党的秘密机关又在
此恢复正常工作。她还将观音岩自家旧房改
作为党组织的秘密客栈，专门安排外地来渝
同志住宿。作为丈夫的工作助手，江竹筠以
重庆敬善中学会计的公开身份开展活动，并
在城区建立秘密通信联络点。

1947 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指
派，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学生与国民党反
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直接领导
下，她还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
报》的联络员和报纸的组织发行工作。同年，
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兼下川东地委
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则以川东临委
及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与丈夫同赴斗争最
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万县组织下川武装
起义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
丈夫的工作继续战斗。

紧急预警保同志，酷刑不敌钢铁志

1948年春夏之交，《挺进报》在重庆的发
行工作出现疏漏，国民党特务伪装成进步青
年混入其中，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
捕人员中有人叛变。紧急关头，地下党川东
临委立刻切断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尽可能
通知未暴露的同志转移。

6月 13日，江竹筠在万县法院上班时，发
现周围有一些陌生面孔，住在她家附近并于
当晚约定见面商议工作的县委书记雷震也突
然不知去向。江竹筠感到情况反常，6 月 14
日上午，她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赶到万县城东
党的地下联络站。

进院后，江竹筠以最快速度搬掉所有用
来预警的小花盆，然后以其特有的谨慎和细
心对院内所有房间做最后一次检查。准备撤
离时，叛徒带领国民党特务突然推门冲进来，
将江竹筠逮捕。

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的江竹筠，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敌人毫无办法，只能将她关押在监狱以
待继续审讯寻求突破。江竹筠则借此机会巧
妙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使监
狱里的地下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49年 11月 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
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年仅 29岁。

□虢安仁

往 事

有唐一代数千位诗人中，若论七绝作手的前
三名，李白、王昌龄而下，恐怕就要数杜牧了。清
人贺裳称其绝句“最多风情，味永趣长，有明月孤
映、高霞独举之象”。

其《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云：“吕氏强梁嗣子
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
刘是灭刘。”这在诸多咏商山四皓的诗中，是见地
极为突出的一首。该诗就商山四老（即四皓）发
论，言吕后依张良计请四皓辅佐太子刘盈，挫败
了此前刘邦与所宠之戚姬所生的赵王刘如意“夺
嫡”事。刘邦见太子其势已成，只好作罢。这在
当时是安稳了刘氏政权。但刘盈仁柔，在位七
年，始终屈辱在其母吕太后的强权之下，年仅二
十三便凄然而逝，便政归吕太后。吕太后死后，
汉政权险被诸吕篡夺。如果南军不支持太尉周
勃安刘诛吕，四老亦无力安刘，仅依靠商山此四
老，刘氏政权即使一时苟安，到头来也会被吕氏
灭掉，故曰“四老安刘是灭刘”。

杜牧的咏史诗，多有独特见解，如咏项羽：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咏周瑜：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皆可振聋
发聩，本篇即其一也。

然而在这首诗中，杜牧将“北军”误作了“南
军”。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太后病危时

“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
军。”吕太后崩，遗诏“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
为帝后”。

诸吕气焰凶嚣，尤其是“吕禄吕产，欲发乱关
中”。各将兵居北军和南军，形势危急，太尉周勃

却不能入军中统领军队。遂与丞相陈平谋划，使
人说服吕禄归将印，将兵权交给了太尉。“太尉将
之（佩带将印）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
（袒露右臂），为刘氏左袒（露出左臂），太尉行至，
将军吕禄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

然尚有南军（但是还有南军在吕产掌握中），
于是太尉周勃令朱虚侯刘章率千馀人“急入（未
央）宫卫帝”。刘章入未央宫，遂击吕产，杀之。
后又杀诸吕，患除。

由此可见，太尉令左袒的是北军而非南军。
在此处杜牧笔下误了，误成了“南军”。到后

来，《辞源》在“南军”条下，用杜牧“南军不袒左军
袖”例句，也跟着误了。而对“南军”和“北军”的
解释，《辞源》与《辞海》亦相抵牾。《辞源》“南北
军”条下谓：“汉代京师驻军有南北之分。南军守
未央宫，由卫尉主管，北军守长乐宫，由中垒校尉
主管。”《辞海》在“南军”条下谓：“两汉守未央宫
的卫兵，由卫尉率领，因未央宫在京师长安城内
的南边，故称。……除未央宫外，南军亦守长乐、
建章、甘泉等宫。”（按：未央宫与其东的长乐宫俱
在长安城南部，约略东西并列）“北军”条下谓：

“汉代守卫京师的屯卫兵，初由中卫率领，以屯守
长安城内北部，故称。”

一说南军守未央宫，北军守长乐宫；一说南
军守未央长乐诸宫，北军守长安城北部。如此混
淆，教读者怎样适从？

至于杜牧的此诗，虽有微瑕，终是白璧，是评
论四皓诗中最有见识者。

□杨乾坤

“南军不袒左边袖”？

语林指瑕

新 四 军 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人谁可淡忘？东瀛

来寇，丧心病狂，铁蹄蹂躏吾邦。大地蒙羞，山
河有泪；苍天滴血，日月无光。“攘外必先安
内”，蒋家奉为“锦囊”。黑云压城城欲摧，民族
旦夕临危亡！卢沟狮吼，敌忾同仇；抗日烽火，
风雷激荡。舆论重压，西安化解危机；国共合
作，同赴抗日战场。

汇五省游击之骁勇，雄踞江淮；合八区抗日
之重域，共战敌顽。叶挺项英主将在，铁军雄师
神威扬。新四军投钢刀于日寇，刺利剑于伪
汪。纵横驰骋兮，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出没隐
显兮，密林荒野、芦荡湖塘。马路羊肠，袭敌而
据地利；僻野闹市，杀寇以操刀枪。或如褴褛沿
道，或如神兵天降。有忠肝亮剑，如猎手捕狼。
民歌俗曲，童叟能详。手抄于破布草纸，流传于
十里八乡。试看千门万户，携来箪食壶浆。

反共之风云莫测，报国之事业逢殇。狼子
露狰狞之面目，沐猴脱君子之伪装。皖南事变，
海内悲凉。新四军奉令北去，茂林地惨遭炮
枪。敌兵布网，名将拒降。新四军被销番号，我

中华痛失栋梁！
于是陕北通电，义晓八方。讨蒋之声复震，

许国之道弥昌。天无绝人之路，军得再生之
纲。铁血军魂，英烈义胆；金戈铁马，又谱华
章。兴壮业而集勇士，树旌旗以斩阎王。苏北
盐城，青史彪彰。同瞻此地，新四军重建军部；
遥想斯时，众将士再战凶狂。陈毅、少奇同志，
临危受命，热血尤增坚毅；铁肩更显担当。于
是发难事明，国人争传真相；反共潮落，蒋顽难
掩恐慌。

已而利剑出鞘，敌魂飞而胆破；重任在肩，
我虎奋以龙骧。十四年抗战，腥风血雨；万里疆
场，愈战愈强。万众之心耿耿，英风浩浩；十四
载之功赫赫，战绩煌煌！东来寇损兵折将，中国
人气吐眉扬。

雄师业显，军歌韵长。风雨携彩虹并美，和
平为世界致祥。纪念中共百年之华诞，不忘先
烈奋斗之荣光。志上新征，何惧栉风沐雨；情牵
国运，还需秣马整装。看我军强疆固，民富国
昌。中华圆梦，再醉琼浆！ □涂普生

吴运铎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事业的开
拓者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
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
家。1951年 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
总工会授予吴运铎特等全国劳动模范，周恩来
总理誉他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91 年 5
月，民政部等授予吴运铎全国自强模范；2009
年，中宣部等十一个部门授予吴运铎“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100 位英雄模范人物之
一”；2019 年，中宣部等授予吴运铎“最美奋斗
者”荣誉称号。

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曾
影响了几代人。他是献身人民兵工事业的楷
模，在传奇的一生中，为研制武器曾先后三次负
重伤，仍顽强地坚持工作、战斗和学习，完成了
一名兵工战士的神圣天职。

吴运铎第一次负重伤是在 1940年夏天，在
新四军皖南根据地麻岭坑修械所检查机器，准
备启动发动机时，不小心摇柄滑落，正砸在他的
左脚踝骨上，一块肌肉被砸破，流了不少血。在
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武器修造中，划破皮、
流点血，磕磕碰碰也是常有的事。他没有在意，
也没有找医生。

但是，过了半个月，吴运铎的伤口没有痊
愈，反倒不停地流黄水并伴有发烧，还隐隐作
痛。同志们将他抬到留守处门诊所，一测体温
达 40摄氏度，大夫确诊他患了破伤风，必须赶快
治疗。于是，用小刀划开伤口，流出了好多脓
血。随后，他又被抬到军医院住院治疗。吴运
铎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都惦记着工作。

伤口尚未愈合，就急不可耐地要求出院。大夫
经不住他多次请求，只好给他发了一些药膏、绷
带，由工人们把他抬了回去。一回到修械所，吴
运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吴运铎第二次负重伤是在 1941年 9月，在江
苏高邮县闵塔区平安乡步枪子弹生产工厂，执
行上级“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早日
修好炮弹”的命令，拆敌人打过来的哑弹上的雷
管时，不料雷管在他手中爆炸，被炸得像个“血
人”，左眼被炸瞎，左手四指被炸断，左腿膝盖炸
开了，露出了膝盖骨。

伤痛没有摧毁他的革命意志，在住院手术
期间，吴运铎躺在病床上画武器的设计草图，导
致伤口迸裂，鲜血直流，但他浑然不知，医生不
得不没收了他的钢笔和小本子。他多次高喊：

“我要回去造炮弹，前方等着要炮弹哪。”并经常
对照顾他的同志说：“你们别来了，赶快去修炮
弹吧！”还乐观地对医院的护士说，炸掉了左手，
还有右手；左眼瞎了，还有右眼，干革命总有流
血牺牲，伤好后，我要生产更多的炮弹，消灭更
多的敌人。护士们听了无不为之深受感动。

在伤情有所好转但尚未全愈时，吴运铎又
多次找到医院院长，要求回去工作，医院不得已
同意了他的请求。

吴运铎第三次负重伤是在 1947年 9月，任大
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
厂厂长，在拆哑弹时，哑弹爆炸了，吴运铎被抛
到了五六丈外的海滩上，左手腕被炸断了，右腿
膝盖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被炸去一半，脸上许
多伤口不住地流血。

吴运铎躺在病床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有
些人以为他这次十有八九是“完了”。由于伤势
严重，医生在无法麻醉的情况下，把吴运铎按在
手术台上施行了手术。在病床上，吴运铎又一
次想起了保尔·柯察金所说的关于人的一生应
该怎么度过的名言，这增添了他战胜死神的勇
气，焕发了他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热忱。

吴运铎刚能够从病床上坐起来时，就开始
了学习和工作。他能够下床时，便一刻不停地
工作。渐渐地，吴运铎的伤口已经愈合，精神也
渐渐好起来，组织安排他疗养，他却购买了一套
化学仪器，在疗养院继续进行研制武器的实验。

吴运铎的一生，为了人民兵工事业，先后三
次负重伤，全身伤口达 100多处，前后进行了 20
多次手术，可以说是以生命为代价研制成功了
枪榴筒、平射炮等多种武器，他为了党和人民的
兵工事业奉献了所有，又是那样的无怨无悔。

□付海贤

吴运铎三负重伤

双堆集战役：淮海战役的关键一战

1948年深秋，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在碾
庄地区陷入困境，迫使蒋介石动用其嫡系精
锐部队——黄维所率的第 12机械化兵团前
去解围。解放军中野、华野并肩作战，经过
23天的战斗，在当时淮北市宿怀县双堆集地
区歼灭了这支装备精良的国军主力兵团。
双堆集战役是淮海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战，我
军牺牲 3万余人，但歼敌 12万余人，缴获大
量美式装备，是淮海战役至为关键的一战。

不惜疲劳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兼程前进
中野华野阻击合围中野华野阻击合围

1948年 11月 6日至 8日，黄维兵团分两
路从河南确山和驻马店向安徽阜阳、宿县方
向前进。毛泽东立即命令刘伯承、邓小平指
挥中野赶上它，截住它，阻止其支援徐州。
在布满河流、沼泽和烂泥的黄泛区，只靠两
条腿赶路的中野官兵硬是赶上了拥有机械
化快速优势的国民党军，交手于安徽蒙城。
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以飞机、大炮、火

焰喷射器开路，以坦克群攻击，在阵地战中
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对战场的危机形势进
行分析后，11月 19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
平的名义向毛泽东连发两电，建议集中中
野、华野优势兵力合击黄维。此建议被中央
军委采纳，毛泽东随即致电华野火速抽出力
量南下同中野会合。

幸运的是，蒋介石此时严令黄维火速疾
进以解黄百韬之围，于是黄维并未采纳下属
固守蒙城的建议，轻弃蒙城这一战略要地。
我军两股力量成功会合，最终于 11月 25日
围敌于双堆集。

黄维兵团不甘坐以待毙，决定乘解放军
包围阵地尚未巩固，向固镇方向突围，靠拢
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突围中，潜伏的我军
地下党员、国军第 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
义，打乱了黄维的突击计划，我军大受鼓舞，
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为保障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作战，华野官
兵组成两大阻击兵团，一路北阻由徐州南犯
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一路力挡由蚌埠北

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战场形势十分
危急，如果一旦追不上并无法阻挡敌军会
合，淮海战役形势将会大变。12月 3日，华
野在永城附近与敌展开激烈遭遇战，成功
阻拦了黄维援军。至此，我军已将黄维兵
团团团困住。

灵活作战灵活作战，，殊死拼搏殊死拼搏
凭钢铁意志以弱击强凭钢铁意志以弱击强

12月 5日，总前委首长发布《对黄维作
战总攻击命令》，严令各部不惜以最大牺牲
保证完成任务。装备短缺、疲劳作战的我
军，对阵兵力强大、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头
等主力兵团，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总攻
打响，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双堆集发起冲
击，用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直面国民党军的
坦克重炮，双方展开了殊死拼搏。为弥补重
型武器不足，中野自制武器“飞雷”，一次能
发射出几十公斤的炸药包，在近战中对敌产
生了巨大杀伤力。此外，我军巧妙采取沟壕

战术，各纵队日夜挖掘战壕，将攻击阵地一
直推进到距敌几十米处，并在堑壕内构建完
整的进攻阵地。炮火打击后，突击部队跃出
战壕直扑敌阵，与敌短兵相接，使敌火力优
势难以发挥。我军依靠这些土办法，突破敌
火力封锁，不断压缩包围圈。

在黄维兵团的南大门大王庄，双方展开
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鏖战。为牢牢守住
战略地位非凡的大王庄，兵团副司令胡琏将
其老部队 18军的王牌 33团派到大王庄。该
团被誉为“老虎团”，虽仅 3000余人，但个个
素质精良，战斗骨干均为经过抗日战争考验
的老兵。开局时，华野 7纵第 57团以仅仅 85
分钟就拿下大王庄，但立马遭到了激烈的反
扑。12月 10日拂晓，第 12兵团几乎所有的
榴弹炮、野炮和山炮齐向大王庄轰击。火力
打击后，坦克引导步兵分三路向大王庄猛
冲，我军依托地堡迎击，在地堡倒塌后，机枪
手将机枪拖至坑道扫射，以猛烈火力打退敌
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大王庄几乎被夷为
平地，双方战斗极其激烈，仅庄前的一个坟

场就反复争夺多达 12次。
关键时刻，中野 6纵 46团前来支援。国

民党军拼尽全力，先后发动反击达 15次之
多，但在我顽强的守军面前，始终未能攻克大
王庄。经此一战，黄维兵团士气大伤，通往司
令部的门户失守，双堆集战役胜负已现。

12月 15日，黄维下决心突围逃跑，结果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一片混乱，只想争先逃
命，预定时间未到，第1师就迫不及待擅自突
围，导致企图败露，第 12兵团被歼灭，黄维、
覃道善、杨伯涛、吴绍周等一大批将领被俘。

人民支前人民支前，，粮草先行粮草先行
充足补给支撑战局充足补给支撑战局

人民群众的广泛支前，是我军的真正优
势。双堆集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宿怀人民的
全力支援。

这场鏖战历时 23昼夜，双方近 40万大
军在这一狭长地区角逐，后勤物资补给至关
重要。时值隆冬，我军在宿怀人民的支援下

衣食充足。正如后来中野总结战役时记述，
“战斗时，随处可见的是运粮食、弹药和伤员
的群众，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和扁担保证了
部队的作战”。而国民党军除了苦等空投补
给，别无他路。饥饿极大动摇了国民党军
心，甚至有国民党军仅仅为了吃个馍就从战
壕里投降。在最后的突围中被俘的 18军军
长杨伯涛回忆，在将他押往后方的路上，他
看到了一辆辆满载猪肉去犒劳解放军的大
车，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时却门户紧闭、死
寂无人。

此外，还有部分宿怀人民直接参加了战
斗，支前民工常协同解放军开展机动歼敌，
打击和歼灭不少敌有生力量。当蚌埠、徐州
方向国军前往双堆集驰援时，宿怀人民组织
了 3000多人的民工队，配合部队展开切断津
浦铁路的破路行动，使黄维兵团彻底陷入孤
立无援，确保了战役的最终胜利，并最终改
写了国共双方在淮海
战场乃至整个大局中
的命运。 □王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