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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信仰叫隐姓

埋名

在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的前一个月，
一位三过草地的红军干部倒在了甘肃岷
县一个叫卓坪的小村子里，年仅29岁。

长征途中，牺牲是经常发生的。但
这名红军干部的牺牲，却在红军队伍中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李
卓然、傅钟、程世才、李先念、许世友、傅
连暲等红军总司令部领导和红四方面
军主要领导都赶来为他送葬，做最后的
告别。

逝者是何许人也？
他，就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

蔡威。
用现代流行语来解释说，蔡威是一

名不可多得的“听风者”，红军谍报战线
的重要人物。

蔡威在红军作战中到底有多“重
要”？与蔡威一道出生入死多年的老
战友宋侃夫，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对他说，红四方面军
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
是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
难时，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
利地克服了困难。

对于红军长征时的这段历史，国防
大学博士生导师徐焰教授做了很深入
的研究。他说，红军长征中一次埋伏也
没中过，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军队每一个
电令都被红军破译出来了，他们的调动
被红军掌握得一清二楚。

徐向前元帅曾评价说，蔡威同志是
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
是有独特建树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
里，蔡威搞了很多发明，堪称奇迹——
他牺牲前已找到了破译多路国民党军
电报的密钥，并无私地用来与同行交流
与共享；他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下，躺在
担架上还破译了“马家军”的密电。

蔡威破译密电码有多厉害？他的
战友回忆说，蔡威是破译密码的天才，
记忆力惊人。一份截获的密电，他有时
无需密码本就可以译出来。他常常是
边抄报边破译边上报，是一个集“听风
者”“看风者”和“捕风者”于一身的谍战
奇才。

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和“六
路围攻”的战役中，以少胜多，总打胜
仗。于是，一些红军师长、团长不解，问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真神啊！哪
来这么准确的情报？”

陈昌浩神秘地一笑：“我屋里供着
一位菩萨呢，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
会把敌人的出动时间和行动方向告诉
我们。”

后来红军官兵才知道，这尊军中
“菩萨”就是蔡威。

非常不幸，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夕，
患上伤寒的蔡威没能看到中国工农红
军的会师，心脏便永远停止了跳动。了
解这位谍战奇才的红军官兵无不痛心
疾首，扼腕叹息。

蔡威牺牲后，只留下一份简简单单
的履历：

姓名：蔡威
职务：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
职责：无线电密码破译
原名：不详
出生地：不详
家庭情况：不详
有无遗嘱：无
他，破译了谜一般的密电码，也把

自己谜一般的身世葬在了红军长征途
中的黄土高坡：一个“富二代”，一个从
白区走来的经过“特科”训练的知识分
子，是靠什么支撑着他在艰苦卓绝的革
命战争中，走完了自己生命中最光彩的
峥嵘岁月？

有一种信仰叫无问

西东

英雄不朽的，是他的精神和信仰。
老红军宋侃夫，是与蔡威当年一同

在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的战友。后来，他们分别从白区来到了
鄂豫皖苏区，筹建了红四方面军的第一
部红色电台。

由于工作纪律的特殊性，这对亲如
兄弟的战友，竟然相互不知道对方的
“底细”。直到蔡威牺牲了，宋侃夫也不
知道蔡威的真实姓名。他只是在平时
的闲聊中，得知蔡威是福建人，家庭富
裕，有一个不曾谋面的儿子。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年岁的
增长，蔡威当年的战友宋侃夫、王子纲、
肖全夫、徐深吉、陈福初、马文波、李永
悌……越发想念他，总觉得心中压着一
块大大的石头。

宋侃夫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到：蔡
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参加
红军，投身革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仰，这“信仰”伴随着他走过了短暂又
闪光的一生。

一个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崇高而坚
定的信仰，不可能会拥有强大的革命自
觉，也就不可能在生与死、血与火、荣与
辱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一把刺向敌人心
脏的隐形利剑。

几位战友有了一个共同的、也是非
常迫切的想法：寻找蔡威的家人，不仅
是要告慰他的亲人，更重要的是要寻找
蔡威走过的信仰之路。

谁曾想，这个“寻找”比破译密码还
难，竟然花了半个世纪。

就在蔡威的战友们寻找他的家人
之时，另一路“人马”——他的家人也在
寻找蔡威。

一百多年前，蔡氏家族在宁德是名
门望族，举人、贡生和有七品以上官职
者数十众，族有良田千顷，更拥有规模
可观的钱庄、当铺、渔行、盐务、粮食等
10多种产业，经营遍及八闽，家资巨万。

蔡威的真名叫蔡泽鏛，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富二代”。蔡威的父亲是一个
开明人士，博学多才，读史研政，矢志为
国，喜爱“西学”。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
下，蔡威在老家读私塾期间，不仅接受
了儒家经典的熏陶，而且还接受了西学
算术和英语的训练，接触了进步思想，
这为他的信仰和成为谍战奇才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15岁那年，结束了八年私塾学习的
蔡威离家外出求学。他先后到福州、宁

波、上海上学，聆听过瞿秋白、蔡和森、恽
代英、杨贤江、陈望道、叶圣陶、施存统等
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演讲和授课。
进步的革命思想和风起云涌的革命运
动，深刻影响着蔡威这个爱国青年。

1926 年的夏天，年仅 19 岁的蔡威
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被上海党组织派往福建宁
德开展工作的蔡威等人被捕。一同被
捕的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等 7人被
杀害。由于蔡威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
未暴露，再加上家人斥巨资多方营救，
在狱中蹲了 3个多月的蔡威被保释出
狱。

本来，尝过铁窗滋味的蔡威，完全
可以“悬崖勒马”离开组织过安稳日
子。但是，数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使
蔡威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
奋斗的赤诚之心。

回老家稍作休整后，蔡威重新回到
了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新的地
下工作。1931 年，蔡威进入党中央的
“特科”培训班学习。也就在这一年，隐
姓埋名的蔡威与家人彻底断绝了联系，
在上海“消失”了。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
着神州大地之时，两路寻亲的“人马”，
终于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1982 年 2
月 24日，蔡威的老战友徐深吉，在《福建
日报》发表了一篇回忆红军长征中蔡威
烈士的文章《怀念一位“无名英雄”》。

看到这篇回忆文章后，两路寻亲
“人马”才机缘巧合地接上了头。其时，
蔡威的孙子蔡述波，带着祖父 3张年少
的照片进京“认亲”。宋侃夫等老战友
看到照片后，觉得很像，但由于照片的
时间久远，再加上是蔡威青少年时期的
照片，一时难以确认。

老战友马文波，曾经记得蔡威在闲
聊中跟他说过，蔡家藏有一把石达开的
“青钢宝剑”，这把宝剑应该是认亲的
“密钥”。

蔡述波当然不知道蔡家有一把宝
剑。回到老家一问族群里的老人，才知
道蔡家果然有一把石达开的“青钢宝
剑”。只是这把宝剑早在解放之初，就
上交给了福建省博物馆。

大家上省博物馆一查看，果真有一
把石达开的“青钢宝剑”，是蔡家人于
1956年上交的。

至此，一段历经 50载的寻亲之旅终
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个对党一片赤
诚之心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之路，也完整
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86年 7月，徐向前元帅得知宁德
将隆重集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蔡威
烈士牺牲 50 周年，欣然题写了六个大
字：无名英雄蔡威。

有一种信仰叫历久

弥新

在蔡述波的心目中，爷爷蔡威的形
象有点“模糊”，但他所坚守的信仰却十
分清晰。

蔡述波是蔡威唯一健在的孙子。
与记者谈起寻找爷爷的日子，他数度哽
咽。

蔡威唯一的、未曾见过面的儿子蔡
作祥，成年之后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
父亲。由于蔡作祥拿不出父亲是参加革
命而失踪的证明，不仅革命烈属的待遇
被取消，之后还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

蔡作祥的处境一下子一落千丈，在霞
浦县人民银行的工作也没了，被迫举家迁
往乡下。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蔡述波一度
无学可上。即便如此，蔡家也没有丧失对
组织的信任，没有怀疑过蔡威的信仰。

1985年 6月，党和政府终于查实了
蔡威的身份。身为宁德冷冻厂工人的
蔡述波，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向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支部在讨论蔡述波入党申请时，
有人提出，革命烈士的后代不是理所当
然的党员，入党也得像普通工人一样接
受党组织的考察和考验。

蔡述波没有想到这一考察竟然用
了 8年时间。期间，蔡述波换了两个工
作单位。每换一个工作单位，他都向所
在的党支部重新递交入党申请书。

回忆这段入党经历，蔡述波说：批
准入党只是一个形式，但我在思想上已
经入了党，有了和祖父一样的信仰。

今年清明，坐落在宁德市蕉城区的
“蔡威事迹展陈馆”，像往年一样人流如
织，一时间，小小的展陈馆被挤得满满
当当。

在“蔡威事迹展陈馆”门厅两边的
墙壁上，挂满了写有各单位名称的教育
基地的牌匾。驻宁德地区的部队，几乎
都把“蔡威事迹展陈馆”作为部队光荣
传统教育的基地。

李桔洲是海军驻宁德某部部队长，
在宁德生活工作了 20多年。在光荣传
统教育中，给他打下深深烙印的红色基
因传承课，就是在“蔡威事迹展陈馆”进
行的。由此，他不仅熟读了很多有关蔡
威烈士的书籍，对蔡威烈士的敬仰也在
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担任部队主官后，每年有新兵和新
学员来到部队时，李桔洲都要把大家拉
到“蔡威事迹展陈馆”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除此之外，部队还不定期地邀请蔡
威研究会的同志到部队讲课，开展红色

基因的传承教育。
部队驻地是远离市区的一个海岛，

条件比较艰苦，困难也比较多。有一个
干部探家，由于离家时间太长，寄养在
小舅子家的儿子竟然喊他舅舅。回到
部队后，这个干部很心塞很委屈，李桔
洲就说，蔡威烈士为了革命，连自己亲
生的儿子都未曾见过一面，我们虽然不
能和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毕竟每年还
有团聚的时间。

李桔洲在官兵面前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心中有信仰，干活才有力
量。他常常教育官兵们说，蔡威对事业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做出
那么大的牺牲。

在部队改革调整之际，很多官兵不得
不做出一些牺牲和奉献。李桔洲对记者
说，信仰很现实也很具体，面对改革调整，
服从组织的分配，勇于担当和坚守，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有信仰的表现。

在“蔡威事迹展陈馆”，记者翻开厚
厚的留言簿，大家在留言簿中写下最多
的话语是：无限忠诚，坚守信仰，忘我奉
献，奋发有为。

蔡述波很欣慰地对记者说，经济发
展了，来展陈馆参观的人也多了。这几
年宁德市蕉城区的经济发展非常快，近
5年 GDP增幅在 10%左右，与此相对应
的是来“蔡威事迹展陈馆”的参观人数
也逐年递增。

退休后的蔡述波有了更多的时间来
整理祖父的资料，有很多的学校、部队和
企事业单位请他去讲述蔡威烈士的故
事。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对年轻的一代
说，革命战争年代，很多革命者是因为被
压迫被剥削才投身革命，才有了共产主
义的信仰；现在经济发展了，我们也不再
贫穷了，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走进世
界舞台中央，仍然不能缺少信仰。

清明这一天，近 200名小学生在“蔡
威事迹展陈馆”举行“弘扬蔡威精神，争
做新时代好队员”的主题活动。孩子们
深情地大声朗诵着诗歌《等你》，稚嫩的
嗓音久久回荡在革命老区宁静的天空：

问沧海问桑田

问远山问近水

你是否还在长征路上

听风吼雪吟看冬去春归

天下还有谁的生命

这般铸就不朽的丰碑

啊等你等你

故乡在等你

共和国在等你

哪怕是地老天荒也要等到你

啊多情儿女神采飞

赴你英雄会

版式设计：梁 晨

信 仰 着 你 的 信 仰
—关于无名英雄蔡威烈士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范江怀

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
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回顾党的奋
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
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
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

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闽东是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党在南方

开辟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习主席早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对闽东革命历史文化有
着很深的情感。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曾深情地对
老区人民说，闽东的老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写

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无数先烈留给我们用之不
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在春暖花开之际，我们走进闽东革命老区，
去探寻一位无名英雄的足迹，叩问一名共产党人的崇
高信仰。

特别关注

左图：2018年4月23日“海

军节”，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开展

“赓续红色血脉，永葆初心本色”

主题实践活动，官兵们走进蔡威

事迹展陈馆，聆听先辈光荣事迹，

感悟先烈忠诚信仰。

代亚东摄

上图：蔡威年轻时的照片，摄

于1925年上海。

我平常很少追剧，也没有多少时间

追剧，但有部“风”字头的剧一集不落地

追完了。

这部剧给我最大的触动，不是“男一

号”在枪林弹雨中的英勇机智，而是在和

平年代隐姓埋名的坚守，不论遭到什么

样的打击误解，都当作对信仰的检验和

提纯。

蔡威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听

风者”，与我所追“风”字头的剧，以及看

过的“风”字头的电影，有某种说不出的

精神暗合。

信仰二字，越到后来，越被人当作

“偏正结构”——“信”字下沉，“仰”字上

升。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信仰就是一种

精神的仰望，需要斩断世俗的尘绊。

但由于“信”的根子坍塌，有些“仰”

变成了空仰，离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渐

行渐远。

我喜欢信仰的“战场硝烟味”，也喜

欢信仰的“人间烟火味”，尤其是随着年

龄党龄的增长，这个问题一直带给我深

深的忧思和纠葛，常常夜不能寐。

无问西东者，心中最有“北”。蔡威

能解开那么多密钥，读懂蔡威的密钥是

什么？

捧读蔡威这篇报道，既有追剧之惊

奇，更有重回小学课堂之感动。

《金色的鱼钩》里那个饿倒的老炊事

班长，《在艰苦的岁月里》那个给红小鬼

吹笛的老红军，《七根火柴》那个包了几

层的党证和红红的火柴，还有那个让人

无比怜爱痛惜的“小萝卜头”的故事……

是啊，哪一篇不是充盈着好闻的“烟

火味”？这种信仰的味道，最能深入大

众，最能传之久远。

信仰有那么“高大上”吗？

那个时候，一句话，老百姓就跟党走

了；一个理，子弟兵命都舍出去了。

为啥呢？一句“打土豪，分田地”胜

过多少说教，一句“红军是咱穷人的队

伍”胜过多少动员！

习主席讲的那个“半床被子”故事

里，老大娘记住的就是这么一个理儿：

“啥叫共产党，啥叫红军，就是有一床被

子也要剪半床给老百姓的人。”

据说，老大娘的老伴儿一早送红军，

结果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路上下了决

心跟着闹革命去了。想想看，那时人民

对党的信仰有多么大的魔力啊！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

会使自己出丑。”信仰之树只有根植于现

实的土地，尽情吸吮那些人间的“烟火

味”，才能免除病虫害，枝繁叶茂，刺破青

天。

我们不要怀疑，更不要谴责，当今的

社会越来越现实，如今的人们越来越功

利。恰恰相反，他们越是现实，信仰越是

要关照现实。

蔡威的一生充满传奇，但这篇文章

并没有渲染传奇，而是在拉家常、唠白

话，尤其是后辈的艰苦追寻，几次入党的

无悔坚守，读来给人信心和温暖。

说到底，信仰就是一种传承，就是

“信仰着你的信仰”，倘若子孙不信，青年

不信，信仰就真成了星空。

共产党人的双脚站在稻田里，理想

信念的根须方可直达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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