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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　　2001年的4月下旬，我从丁弘先生那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人性的诗魂—拜会黄彤光老
人》。
这篇文章介绍黄彤光老人“是当年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并提到黄彤光老人和黄显声将
军——张学良将军的挚友和副官、国民党第53军副军长，也是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这一
特定条件下建立的恋爱关系等情况。
　　丁弘先生告诉我，黄彤光现年八十六岁，身体仍很健康，他说：“彤光老人是你的邻居呀，她还
经常到你家门口的富贵园菜场来买菜呢。
”一句话，使我感到应该去看看这位老人。
　　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学生。
《红岩》这本书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凡在“白公馆”“渣滓洞”“息烽集中营”这些魔窟里关押
过的人或与之有关联的人，即使不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折磨、杀害而死，一些能活着的，只因经历
和社会关系的复杂，也难免在“文革”中再遭磨难；即使逃过了“文革”这一关，所剩无几的幸存者
，也因大自然的法则在衰老中渐渐离去。
一位经历了如此大难还健在的老人，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何况还有“邻居”这一种缘，于是，我对丁
弘先生提出，要见这位老人。
　　很快地，丁弘先生告诉我：“黄彤光很欢迎你去，去前给她通个电话。
”几天后，我安排时间去拜访黄彤光，老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响亮而有力，中气很足，她说：“我们这
里的门牌乱，你不好找，我到门口来接你。
”语气挺硬，不容我推辞。
　　她下楼来接我，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立刻就在心中肯定说，这就是她，
我不由自主地唤了一声：“你是黄彤光妈妈吧？
”其实我才发出第一个音节，她便回过头来，立即答应着：“是啊，是啊。
”一脸诚恳地拉了拉我的手，引我向她家走去。
　　她住的这幢楼，处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心地区的十字街口，是南通城里最早盖起来的住宅楼之一，
没有厨房，仅有一个抽水马桶。
南北两个房间，已显陈旧、简陋的家具，布置得有些紧紧巴巴，却给人一种实在、简洁和明了的感觉
。
　　从年龄和经历看，我们是隔代人，却一见如故，没有什么客套之词，谈得无拘无束。
谈她的经历，谈“文革”，谈我们共同认识的丁弘先生，谈小萝卜头。
我知道，世界上确有这样一种交流和沟通，不因相识的时间长短，也不因年龄的差距、男女性别的局
限，更不因所拥有的财产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是“死去”和“活着”的制约，那是一种心灵
与心灵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超越了人世间一切物质条件的限制，成为人类最独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我是极力想要享受它的人之一，但愿这不是一种非分之想。
分别的时候，黄彤光老人借给我一本小萝卜头的书。
　　为了黄彤光老人的盛情，我决定重新再翻一翻早已熟悉的小萝卜头的故事。
出乎意料的是，相隔三十多年以后重看这本书，我泪流不止。
我在“文革”中挨整被“分配”到远离亲人的青海高原一个生命禁区时，并没有流过泪，经历了三十
余年的风风雨雨，几次面对过痛苦的磨难、死亡的威胁，对于人生的痛苦和残酷，早有思想准备的我
，却在看一本写小孩子的书时，如此动感情，难道是人生到了过半的年纪，反而变得脆弱不堪了吗？
　　我向黄彤光老人还书时，黄彤光老人将另一本有宋振镛先生印章的小萝卜头的书送给我，交谈中
，黄彤光老人谈到了张露萍，她是老人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1945年7月 14日被国民党　　反动派杀
害，牺牲得很壮烈。
老人着重谈到了她的英勇、她的不畏强暴、她的多才多艺、她的热情和美丽以及她壮烈牺牲以后却一
直背着叛徒的黑锅，使她的亲人也遭到连累⋯⋯老人说：这个张露萍应该有人写一写，她的事迹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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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毫不逊色于《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同志呢。
当时我没有接过老人的这一话题。
临别时，老人又借给我一本关于张露萍身世的书，我不好推却，想用一天的时间来读一下也好，看看
这个能与江姐原型相比的女性是什么样子。
　　书中多是张露萍烈士的亲人与朋友们回忆她的短文，也有一些有关单位关于她的身世之谜的调查
报告。
文章只记述了事实，没有创作和虚构的成分。
这本书，我看了整整一天，晚上，我的先生走进家门时，见到我红肿的双眼有核桃大，吃惊得说不出
话来。
他弄清原因后说：“退休了，要清心养性才好。
看本书就哭成这样，是何苦呢。
”　　谁知自讨苦吃的事还在后头呢。
与黄彤光老人第三次接触时，老人就郑重地提出：我有个心愿，就是想把那一段的经历写一写，但年
岁不饶人，我是力不从心了。
我看了你写的书，觉得你能理解那些事。
我想请你写一写息烽集中营，写一写张露萍、黄显声他们⋯⋯不知你接受不接受？
在这之前，我已经获悉，这十多年里，曾有不少人来采访黄彤光老人，有的对黄彤光与黄显声将军那
段狱中恋情特感兴趣；有的认为黄显声将军曾在抗日、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起
过重要的作用，应该让人民记得他；有人试着搞一个有关黄显声的电视剧本、文学传记，但由于种种
原因都没有搞成，其中，有的是黄彤光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
她说：“有的人，一交谈，没劲，就不想再谈了。
”我敢不敢接受呢？
未及细想，我点了点头，说：“我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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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主黄显声是张学良身边最亲信的将领之一，深受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亲身参与了“西安事变”等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
    他也是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老师——那个儒雅大气的黄将军原型，“狱中《挺进报》”
办人之一。
 �    他是周恩来亲自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被反动政府残酷囚禁了半生，辗转关押于息烽集中营、渣滓
洞、白公馆⋯⋯血雨腥风中依然不改英雄本色；    他也是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老师—那个
儒雅大气的黄将军的原型，“狱中《挺进报》的创办人之一”⋯⋯    作品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
黄显声将军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再现了中国历史的百年风雨历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血肉长城第一人>>

作者简介

黄丽敏，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
1980年从事业余文化创作以来，在《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计四十
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爱的误会》、《大漠深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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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他能活着出来，她就不会因历史问题而被怀疑了，她就会跟随着他走一辈子，她就不会有这
么多坎坷了。
啊。
只要他能活着。
即使让她受到比着更重要的惩罚，更多的磨难，她都心甘情愿。
　　为了中国的解放失去了自由的人们，在心中庆祝着，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重庆解放近在眼前，彻底砸烂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口活材的日子不远了！
直到夜深，大家毫无睡意，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议论着、想象着天安门城楼的盛况⋯⋯生命实现了价
值，却增大了失去生命的可能；为之奋斗的胜利在望，他们却可能活不到这一天；为前者，他们喜悦
，为后者，他们悲愤。
生命只有一次，他们选择了“要把这牢底坐穿”的非人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人”的生活即
体现人性的生活，他们选择了为“建立繁荣强盛的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而生的同时，也选
择了死亡和面对死亡时放声大笑。
　　⋯⋯　　　　书摘2　　在组织和发展抗日义勇军方面，黄显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辽西与辽南
各路义勇军是在他直接号召、影响与组织下发展起来的。
日伪报纸只要报道义勇军，必然提及黄显声，丝毫不敢对他等闲视之，当时的《盛京时报》曾以许多
篇幅登载黄显声的情况，如：“惟从来自告奋勇，主张以大帮胡匪（指义勇军）扰乱奉天为己任之黄
显声”、“黄显声所部义勇军第四路军二千名大举袭来”、“黄显声统帅十县，民团八万名”、“黄
显声犹思作困兽之斗”、“黄显声部仍在该地残留”等等．直到黄显声已离开锦州，关东军当局仍然
对黄显声在热边一带的活动密切关注，由此可见黄显声及其领导和组织的抗日义勇军确如日军自己所
说的是“日军之劲敌”，其声势和影响是敌方不可低估的。
事实上，当时黄显声所直接组织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在对敌斗争中采取的“扒铁路、毁桥梁、炸车、
割电线和小股出击等”“扰乱工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帝侵华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
抗日激情，成为日军西进的首要障碍，在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血肉长城第一人　　日军视抗日义勇军的壮大发展为洪水猛兽，他们对黄显声的一举一动都密切注视
。
日军在第一次西侵失败后，再次进兵辽西的计划虽然推迟，但是更加缜密。
在《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可见他们当时的心态。
在研究中，日寇估计到“在进入辽西以后，如果真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为此慎重地
研究了作战方针，为充实战斗力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
各部队也同样认识到，如果在敌人设有阵地的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
大会战。
”　　面对着实力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对“九·一八”的国耻教训记忆犹新，
锦州这一东北重镇的防守是东北的最后一道防线，锦州的存亡，不仅意味着辽宁及整个东北的最后存
亡，也直接关系到平津和热河的安危，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如果还有一点爱国、爱民的良知，无论
如何不会放弃锦州，使日军将其作为跳板，将军事威胁扩大到中国更广大的地区，在义勇军粉碎了日
军西侵后，黄显声更懂得，只能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东北的最后一座重镇锦州才有被挽救的可能。
　　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全国人民正拭目以待。
大敌当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一心考虑的是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为了保障这少数人的利益
，他们宁可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想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们先向“国联”（即国际联盟组织）提出，划锦州为
“中立区”，并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
之前不得越界，中国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式军队退出“中立区”。
由此看出，他们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并且为了不“冒犯”日军侵略者，在一些原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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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作了小心翼翼的退让。
接着，驻锦一带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等正规军相继撤退入关。
日军从这些约定、让步中更加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他们非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提议不予理睬，仍
然在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集结了第八师团的　　兵力，在田庄台、营El之间地区集结了第二师团的
兵力，而且变本加厉地从长春调动第三十九师团南下，在完成其军事部署之后，随时准备直驱锦州，
面对此危急情况，国民政府内部忙于派系之争，蒋介石更将精力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方面，对日军的入侵行动，总是采取敷衍的态度。
局势的紧急，使当时在锦州主持军政两署工作的黄显声心急如焚。
　　1931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规复计划》，黄显声在会上介绍了辽西、辽南等
地义勇军不断出击、抵抗日军侵略的情况。
他的发言慷慨激昂，要求大家看到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力量。
他说：“只要大家‘共饮苦水，以代尝胆’，有决心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就一定能夺
回失地，光复山河。
”他的话使与会者深受鼓舞和感动。
下午，各地的抗日将士再次相聚一堂，决心回去分头行动。
会后，黄显声在张学良面前，力陈关于保卫锦州的设想和观点后，才返回锦州。
与此同时，日军在完成其对吉林、黑龙江的军事行动后，以三路重兵指向辽西，锦州已岌岌可危。
　　张学良本已拟订了保卫锦州的计划，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关外增强大凌河防线，调
荣臻到北平参与制订防务计划，命令黄显声代理指挥驻防锦州的三个旅，尽力组织义勇军扩大防区，
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但张学良的计划得不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支持。
当日军以三路重兵攻向锦州之时，张学良连续多次电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要求支援，只得到空话连篇
的回复。
1931年12月下旬，已被蒋介石解除了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的张学良，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撤销原定计划
，改变主张，命令锦州一线全部撤军。
荣臻带部队调离大凌河，并奉命到北平，由张学良面授机宜。
　　在荣臻离防后，黄显声代理指挥大凌河防线。
黄显声见日军步步逼近，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丝毫放松，便是对人民犯罪。
黄显声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带领刘澜波亲自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他还与手下将领
部署各地义勇军随时准备出击进犯之敌。
原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张凤岐曾接受黄显声的安排，在“九·一八”事变后，潜回沈阳利用合法身份获
取日军动态。
他在沈阳将原公安局系统内的一些爱国抗日军警组织、发展成一支抗日部队，收集沈阳等地日伪警务
状态和其他情报向黄显声报告。
黄显声也多次派人去沈阳联系，并补济活动经费。
他与手下将领日夜研究，商量对策，准备彻底粉碎日军的来犯。
他根据张凤岐提供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召集一些骨干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遂给张
学良发电，恳切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
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敌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
现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日军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
”　　张学良见了电报左右为难，未能给予及时答复，仅复电告黄显声：“荣参谋长日内返防，余之
决心及处置即知之矣。
”实际上，还未等荣臻返回，张学良便命令将大凌河所剩的有限守军也撤人关内，这样一来，锦州以
东就剩下黄显声指挥的公安队伍了，这不仅使黄显声的原有防守锦州的方案完全落空，而且在敌我双
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锦州难保。
黄显声见此情况，心里如烤似燎，焦躁万分，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到张学良处，与他论理。
但他明白张学良的难处，只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亲自打电话与各调离部队军官通话，商量挽回的办
法，但回答几乎都是一样：“我们是军人，只有服从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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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步子越来越急，知道再无回天之力。
　　面对强敌压境，服从撤离的命令，也许是保存自己性命的最好遁词，“九·一八”的惨痛景象历
历在目：黄显声带领公安队伍作了拼死抵抗，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但是，锦州这样一个军事重镇，就让日军不费一兵一卒地得到，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
！
他们会问，中国人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军人到哪里　　去了！
中国的男子汉到哪里去了！
日军的枪炮声已越来越近，中国军队撤离的队伍越来越远⋯⋯黄显声忽然刹住了脚步。
一个军人，临阵脱逃，是最大的耻辱，一个锦州主持军政两署的最高长官，面对强敌，一枪不发地撤
离，有什么脸面再见父老乡亲！
　　他沉重地召集手下官兵说：“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我个人决定：当与锦州共存亡。
诸位愿去愿留，完全自愿。
”官兵们虽伤亡惨重，然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表示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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