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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奢望名字能闪闪发光，不希求在

胜利的欢腾里戴上一枚勋章。他们早已

把自己交付给那片光明、那份信仰，哪怕

一生都闪烁在暗夜，哪怕永远都无法在

阳光下拥抱党。

他们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在烽

火硝烟的岁月里，冒死为党传递一份又

一份宝贵情报。他们的名字，如一道道

光，划破暗夜，追随着民族复兴的梦想，

奔向黎明。

一

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机警能干，才

华横溢。实际上，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

部的谍报人员。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满怀

深情地提起他的名字：“要不是钱壮飞同

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

手里。”

1930 年冬至 1931 年 2 月，钱壮飞将

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

二次“围剿”的命令以及相应兵力部署等

重要情报，经李克农、陈赓等报告党中

央，对红军正确决策、打破敌人“围剿”起

了重要作用。他还利用国民党各系统间

钩心斗角的矛盾，巧妙掩护自己的工作，

并借敌人之手除掉那些罪大恶极的特

务。

1931 年 4 月，中央特科负责保卫工

作的第三科科长顾顺章护送党内同志到

鄂豫皖苏区，在返回武汉途中被叛徒指

认被捕，随即变节投敌。顾顺章熟知中

共地下组织的全部机密，他的叛变，对党

中央危害极大。

1931 年 4 月 25 日，夜色笼罩的南京

正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中央

饭店东侧的一座二层木质小楼里，钱壮

飞 正 埋 头 处 理 白 天 没 有 看 完 的 文 件 。

这时，机要员敲门而入，送来一份标着

“绝密”字样的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

营。钱壮飞展开电报，看到“徐恩曾亲

译”的标注。隔了一会儿，机要员再次

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电报送到钱壮

飞手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机

要员连送 6 份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

标有“绝密”，全部标明“徐恩曾亲译”。

钱壮飞预感事情重大，立刻紧急破译电

文。

“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押

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

关全部肃清。”电报中的“黎明”即顾顺

章。此刻的钱壮飞震惊不已。情报必须

在明晚之前交给在上海的李克农，否则

就算消息传递过去，同志们也根本没时

间转移。

危急时刻，钱壮飞派我党地下交通

员、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

李克农，由李克农将情报第一时间告知

周恩来。周恩来迅速做出决断，紧急转

移上海的党组织，并切断与顾顺章的一

切联系。国民党反动派本以为能将中共

中央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却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

随后，钱壮飞按党的要求进入中央

苏 区 。 1934 年 10 月 ，钱 壮 飞 随 红 军 长

征。1935 年 3 月末，钱壮飞在贵州乌江

一带遭遇敌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系，后

被认定为牺牲。

星辰陨落大海，水滴归入江河，是那

般无声无息，又是那般光芒万丈、波澜万

千。历史不会忘却 1931 年 4 月 25 日夜

晚的月色繁星，不会忘却灯光下那紧张

破译电报的身影，更不会忘却有那么一

群人，冒死挽救党中央，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进程。

二

即便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生死难料

的路，总有那些年轻的、可爱的生命在这

条路上集结，赴一场信仰之约，哪怕没有

归途，就算不能解释，也要在暗夜里独

行。

她，是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

任张蔚林的“妹妹”，每日打扮时尚，和

“哥哥”有说有笑出入军统机关。她叫张

露萍，真实身份是我党在军统局的地下

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张蔚林、冯传

庆等，他们直接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传递

情报。这 7 位同志中，张露萍是唯一的

女性。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

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

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

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

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许多重要情

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

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身处

暗潮汹涌的危险环境，张露萍时常想起

自己在延安学习、生活的时光。

延安的一切令活泼开朗的张露萍热

血沸腾：教室的土墙陋窗摄下这个穿着

红毛衣的女孩认真记笔记的神情，食堂

的小米饭窝窝头记下这个爱笑爱唱的女

孩的爽朗笑声，操场透过密密的人群爱

上在前面指挥大家歌唱的那个激情燃烧

的身影。《拿起刀枪干一场》，是她最爱领

着大家唱的革命歌曲。

1939 年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

年的延安，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受党

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

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7 位同志白

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

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

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国民党各种

行动计划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传

送到南方局或延安。

1940 年 3 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

张露萍等 7 人全部被捕。面对多次严刑

拷打，张露萍等同志始终咬紧牙关，只字

未吐。敌人无计可施，于是假装释放张

露萍，派特务跟踪，企图钓出张露萍背后

的“大鱼”。张露萍拖着遍是伤痕的身

体 ，在 街 上 游 荡 。 她 不 知 道 该 去 向 哪

里。她想回“家”，她是多么想念那些“家

人”，他们就在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南方

局设在城区的办公地点）里。她缓缓地

在街上走，走过街边那些或开或闭的门、

或明或暗的窗，走过世间的悲喜繁华。

她走向了码头，从容而淡定。水天相接

处，她仿佛看到了黎明。

特务们一无所获，在码头再次抓捕

张露萍。张露萍和其他 6 位同志被囚禁

于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转押到贵州息

烽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张露萍依然没有忘记

斗争。她把歌曲改成简谱教大家传唱，

托人把暗语传给张蔚林等同志，鼓励大

家坚持斗争。“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

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

烧时，索性大吼！”她的日记，满是抗争。

“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

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

女的朱唇……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

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准备着巨

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这是张

露萍在狱中《复活月刊》上撰写的诗文，

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抒发自己的革命

情怀。

1945 年，张露萍等 7 位同志被秘密

杀害。她的青春芳华被永远定格在 24

岁。由于地下工作身份隐秘，加之国民

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消息，他们 7 人的下

落，党组织并不知晓。直到 1980 年，当

年息烽集中营中共临时党支部负责人中

唯一幸存者韩子栋，向组织写了 7 人在

集中营被杀害经过的报告，他们的故事

才被世人所知。

将 身 许 国 常 险 境 ，不 求 他 人 记 我

名。她来这世间，也许就是为求得光明

自由的新生活轰轰烈烈“干一场”！那份

炽热，早已浸润我们的眼窝。

三

他，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

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白天，他是账房

先生；夜晚，他是那个用红色电波刺破黑

暗、照亮夜空的使者。他叫李白。

李 白 是 红 军 早 期 的 报 务 员 之 一 ，

1931 年 6 月开始从事党的通讯工作。长

征中，李白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到

达陕甘宁根据地后，调任红四军无线电

台台长。李白的工作信条只有一个：电

台重于生命。

1937 年 10 月 ，27 岁 的 李 白 化 名 李

霞，赴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8 年

初春，由党组织出资，在威海路 338 号开

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李白以公

司账房先生名义，白天做生意，晚上试制

装配适应工作需要的收发报机。经过长

时间的摸索，李白选择人们都已入睡、空

中干扰和敌人侦测相对减少的 0 时至 4

时之间作为通报时间。

1938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收到

上海电台的呼号。从此，夜幕沉沉中，一

份份机密情报通过李白的手，源源不断

地传向党中央。

为便于掩护身份，1939 年，党组织

派一名叫裘慧英的女子来上海和李白假

扮夫妻。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两人逐

渐产生感情，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1942 年 9 月，日军宪兵队在对秘密

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敌人

用老虎凳、拔指甲、电击等酷刑，逼他说

出电台来历和组织系统。李白严守党的

秘密，一口咬定自己的电台是“私人商业

电台”。在敌人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

下，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次年 5 月，被折

磨得满身伤病的李白获保释。

1944 年秋，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

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

民党的电台为党工作。李白化名李静

安，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

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

为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

情报。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要求，李白

夫妇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

讯 战 线 ，从 事 与 党 中 央 的 秘 密 通 讯 工

作 。 1948 年 12 月 29 日 晚 ，格 外 寒 冷 。

李白接到一份绝密军事情报。送情报的

同志告诉他，他的住处因为电波频次太

密，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暴露风险很

大，但容不得多想，李白将妻儿送到楼下

同志家中。30 日凌晨，他打开发报机，

发出最后一份情报——国民党军队长江

布防图。

国民党特务的侦测车由远而近，杂

乱的脚步声传来。李白发完最后一个字

后，立即销毁密码。李白被押到国民党

稽查大队接受酷刑审讯……

1949 年 4 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蓬

莱路警察局看守所。狱中的李白写下最

后一封家书，嘱咐妻子：“我在这里一切

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

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家书通过一

位出狱的难友传到妻子手里，约好让妻

子到看守所后面一家老百姓的阳台上与

之隔窗相见。

当时，李白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

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扶，爬到窗口

见妻儿一面。他与妻儿作最后的诀别：

“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

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总是觉

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如果我不能出

来，你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过上自由幸

福的生活。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

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1949 年 5 月 7 日，根据蒋介石下达

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被敌

人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年仅 39

岁。

20 天后，上海解放。

暗夜里灼灼闪烁的星，终没能等到

光明。

但没有人会忘记，那满天的星辉，那

璀璨的眼睛，早已照亮一条暗沉的路，引

着信仰的脚步，一路前行。

暗夜辰星
■徐嘉馨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都

是歌。走进沂蒙山，就走进了那段血

与火的历史。几十年过去，英雄们可

歌可泣的事迹时时撞击着沂蒙乡亲的

心扉。

“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

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淮

海战役期间，莒沂县 400 辆小车运送

5.5 万公斤面粉，一路追赶部队，行程

2000 多里。自带的干粮吃完了，民工

们也绝不动军粮一粒。当带队的干部

让民工们吃点粮食充饥好赶路时，民

工们摆摆手说：“前线的战士们正等着

吃。我们情愿忍饥受饿，也不能吃车

上的面。”郯城县民工李荣祥在运粮途

中，带的地瓜叶窝头吃光了，就啃咸

菜、喝水充饥。他推着几百斤重的木

轮车行至苏北草桥镇时，饿昏过去，醒

来面对满车干粮仍舍不得吃。

烽火岁月的沂蒙山区，户户忙支

前、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用乳汁

救伤员的不只明德英一人。1987 年

秋天，一位部队领导再次来到沂蒙山

区、寻找当年救他的恩人时，一位大娘

这样说：“像俺们这般年纪的人，谁都

做过这样的事。那是应该的，你还寻

个啥呢。”当他见到沂蒙六姐妹中健在

的 5 位大嫂时，一提起往事，她们都异

口同声地说：“记不清了，还提那些陈

年旧事干啥呢！”这就是伟大的沂蒙人

民。

在这里，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军民

血肉情深。沂蒙人民心里有杆秤：谁

把他们放在心上，他们就拥护和爱戴

谁。

1939 年 5 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到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考察乡

村建设，记述了当时招待的情景：“我

赶到东里店的一天，大小官员聚会一

处，雍容雅谈，晚 7 时欢宴，酒菜奢侈，

竟有从青岛运来的啤酒汽水。”6 月，

他到了沂水县虎岩庄八路军某部，随

部队在庄外山沟里休息吃饭，饭是红

薯加豆粟煮的粥，没有菜。两者对比，

他感慨良多，从国民党的奢侈享受与

共产党的艰苦朴素中，看到了两党的

本质区别。

1939 年 10 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到达兰陵县大

炉村，住在开明地主万春圃家中。万

家的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这位

“大官”。罗荣桓主动接近他们，和他

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住的时间长了，

万春圃和家人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

务员识字、写字，和马夫、炊事员亲如

兄弟。罗荣桓同普通战士一样，穿的

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

补 丁 的 被 子 ，吃 的 是 高 粱 煎 饼 就 咸

菜。万春圃还惊喜地发现，罗荣桓率

领的八路军是真心抗日的。此后，万

春圃坚定了跟着共产党抗日的决心，

逢人就说：“八路军真是沂蒙子弟兵

啊！”

从一次次惊心动魄、同仇敌忾的

搏斗中，沂蒙百姓看到了人民军队前

仆后继、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

沂水对崮山，在子弹打光、日军逼

近的紧要关头，14 名勇士在营长的带

领下，纵身跳下悬崖。幸存的 8 名勇

士历尽坎坷，终于回到驻地。

平邑县苏家崮，敌人纠集 6000 余

人，分多路向山区“奔袭合击”，30 余

名八路军战士弹药耗尽，在与敌肉搏

中跳下悬崖。

沂南和尚崮，在掩护群众突围的

战斗中，两个连 172 人，除 4 人突围、4

人受伤被群众救出外，其余 164 人全

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获救的乡

亲们一边掩埋烈士遗体，一边放声大

哭。战士们寒冬腊月里穿着破烂单

衣，有人光着脚。不少战士肠子被打

了出来，里头一粒粮食也没有，全是谷

糠、花生皮、地瓜秧……

在沂蒙大地上，到处有不怕牺牲

的革命担当。1944 年 1 月 24 日，恰逢

农历除夕，日伪军 500 多人对临沭县

朱村进行“扫荡”。危急时刻，八路军

第 115 师 4 团 3 营 8 连在连长鄢思甲带

领下火速赶来救援，激战 6 个小时，击

退凶残的日伪军。24 名战士光荣牺

牲，村民无一伤亡。

不久，朱村百姓把一面绣了“钢八

连”3 个字的锦旗送到连队。从此，朱

村有了一个传承至今的年俗：大年初

一早饭时分，父老乡亲集结在朱村抗

日战斗纪念碑前，祭奠为保卫朱村百

姓而牺牲的 24 名八路军战士。他们

按照农村祭奠先人的风俗，摆好饺子、

汤圆、水果和茶具、酒器，把过年的第

一碗饺子敬奉给烈士们。前来参加祭

奠的，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身强力壮

的青年，有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有纯真

可爱的孩童……每一次祭奠，都是一

次历史重温。

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区遭到国民

党“还乡团”的反攻倒算，90%的村庄

被洗劫，14 万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即

便这样也没有动摇人民群众跟党走的

决心意志。诞生在烽火沂蒙的歌曲

《跟着共产党走》，歌词写道：“你就是

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

走，人类一定解放……”这就是沂蒙人

民“永远跟党干革命，砍下脑袋也不叛

党”的真实写照。

八百里沂蒙记住了这些英雄。这

里的每一座山头，就是一座高高耸立

的英雄纪念碑，那是无数烈士用鲜血

和生命筑起的清晰可见的精神坐标。

血与火的战场，炼就沂蒙英雄的铮铮

风骨。那一座座昂然屹立的褐色山

崮，如同不屈的英雄头颅，构筑成沂蒙

巍峨的脊梁。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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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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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应邀回老家参加一项活

动，车子恰巧经过村里的公墓旁，便决

定拐到父母的坟茔看看。行人罕至的

林荫小道，夕阳映照下翩跹的枯叶，瑟

瑟风中摇荡的杂草，如同我翻腾复杂的

心情。伫立于冰冷的墓碑前，父亲的眼

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贫穷，贯穿了我的童年。每天看到

几张需要吃饭的嘴，父母煞费苦心，也

最为头疼。父亲盼望我们兄弟 3 人能够

“速成”为强壮的劳动力，参与到生产劳

动之中，那眼神中充满期待。可是，胃

是空的，肚皮是瘪的，我们成长的速度

似蜗牛爬行一般。为此，父母宁可自己

少吃一口也要省下来留给我们。有时，

劳作了一天的父亲以肚子不饿为由，不

吃饭就睡觉了。其实，是家中的粮食快

要见底了。当时，我们并没读懂这善意

的谎言。

20 岁那年初春，在“一人参军，全家

光荣”口号的感召下，我满怀豪情走进

军营。听母亲讲，自从我入伍后，父亲

在耕地时会产生幻听，好像听到我的声

音，便当即丢下农具，坐在田头悄悄抹

泪。我知道，他在担心我。

儿 女 再 多 ，每 个 人 都 在 父 母 心 中

留 有 一 席 之 地 。 我 在 部 队 26 载 ，父 母

的心就提着过了 26 载。每当听到哪里

发生战争，父母的心就揪到一起，无法

平静。父亲常说，子弹不长眼，打仗会

亡人。他整天惦记着我有没有报平安

的信件或电话。入伍 3 年后，我带着第

一 次 立 功 的 喜 悦 踏 上 回 乡 探 亲 之 路 。

当我坐在家门口跟母亲聊天时，在外面

打工的父亲回来了。他兴奋地从自行

车上跳下来，盯着我左看右看，似乎要

把我身上每根毫毛都细数一遍。那急

切 的 眼 神 中 ，全 是 对 我 安 然 无 恙 的 祈

祷。

有一年春节，我刚从西北调入江苏

淮安工作，考虑到孩子还在襁褓之中、

春运路况复杂，所以没让妻子从西北赶

过来，我自己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既

喜又忧。见我形单影只，父亲没有多问

什么，可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忧虑与

不 安 。 我 有 点 后 悔 自 己 的 决 定 ，要 知

道，儿女家和业兴、幸福快乐是天下父

母的心愿。好在当晚妻子主动从遥远

的宝鸡打来电话拜年，父母心头悬着的

石头才落了地。

那一次，我在工作中遭遇挫折，萎

靡不振。我不敢把糟糕的境遇告诉家

人，经常待在宿舍发呆。夜深人静，躺

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我忽然眼前一亮，

好像看到了父亲的眼神，其中充满鼓励

和肯定。是啊，气可鼓，不可息。人生

有 风 有 雨 是 常 态 ，遇 点 挫 折 算 得 了 什

么。我不敢懈怠、不敢颓废，振作精神

重新投入工作，最终赢得组织认可。

如今，父亲远离我 10 年有余。每当

想起他的眼神，总能让我的心情阳光灿

烂，助我校正方向。那眼神中流露的爱

意与期盼，犹如汩汩流淌的清泉，滋润

着我的心灵。

渴望见到那眼神
■刘广波

像老者守望肥沃的土地，像渔夫

守望归来的航船，像天文爱好者守望

浩瀚的星空，我也在守望——身在军

营的他。

我是一名老师，也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背着书包

上学的少先队员，看着女儿们一天天

快乐成长，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甜蜜和

幸福。岁月印记悄然爬上眼角的同

时，也让我收获了独挑生活重担时的

信心满满。与他聚少离多，但我对他

凯旋相聚的期盼从未减淡。

祖国江山寸土不让，保家卫国无

上荣光。军人荣光的背后，是无数小

家在分别时掐指推算团聚的日子、团

聚时倒数分别时刻的心酸。

第一次去部队探亲时，分别前，他

朝我郑重敬了一个军礼。火车启动，

我的泪水洒满整个归程。正是这难忘

的军礼，坚定了我的选择。

男儿立志守国防，最美军嫂守后

方。守好小家，并非易事。本该两人

一起挑的生活重担，要独自一人扛起；

要工作也要照顾家庭，委屈、辛苦只有

自己懂；别人家团圆的幸福时光也许

是自己最忧伤的时刻，雨夜独自带孩

子看病或许是自己内心最酸楚之时。

谁都希望累了能有个坚实的臂膀 可

以依靠，眼角泛起的泪花能被他轻轻

抚 去 ，但 这 世 间 哪 能 总 有 两 全 其 美

之事。没有国哪有家？只有钢铁男

儿义无反顾地扛起守护祖国的重任，

我们才能拥抱这和平幸福的美好 时

代。

只要祖国需要，一声令下，他随时

出发。2012 年 4 月，我们结婚第二天，

他就返回部队。2017 年秋，休假中的

他 接 到 任 务 命 令 ，连 夜 出 发 归 队 。

2020 年春节，他接到紧急任务命令，

半个小时后踏上征程，撇下在部队探

亲的我们母女 3 人……这样的状况我

经历过太多，从未对他抱怨。我明白，

忠诚与奉献是军人本色。

他也会流下激动的泪水，在面对

第二次相见便会走路的女儿时。他总

是报喜不报忧，训练中受伤、身体不适

做手术、工作中遇到困难，我总是从他

战友的口中才能打听出来。我明白，

这是他对小家最坚实的爱护。

黄 河 的 雄 浑 壮 美 不 仅 在 于 浪 涛

汹涌，还有那十八弯的迂回；小草的

坚韧不仅在于风雨洗礼后的挺拔，还

有它对土地的无限挚爱。生活不仅

仅有眼前的艰辛，还有诗和远方。既

然选择了相守，就要坚定不移地和他

并 肩 战 斗 ，勇 往 直 前 。 即 使 汗 水 沁

满 额 头 ，也 要 让 阳 光 洒 满 生 活 的 角

落。

守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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