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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解放战争后期，一位参加剿匪斗争
的解放军传奇英雄李延培，舍生忘死、
上山劝降成功，演绎了一段动人心魄的
难忘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事迹
一点也不比人们熟知的侦察英雄杨子
荣潜入匪巢配合战友剿灭“座山雕”的
故事逊色。

抗战时期，日伪特务机关采取拉拢欺
骗等手段，将居住在山林中的部分鄂伦春
人改编为“栖林大队”。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后，他们
又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挺进军混成第 6
旅骑兵第 20团。其中莫金生、莫东生兄
弟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与土匪头目磕
头拜把子，结为兄弟，结成反动联盟，长
期与人民政府为敌，在北安一带流窜骚
扰破坏。1945年到 1948年底，共打死打
伤我军官兵 400 多人，其中团以上干部
10多名。1946年 6月 12日，黑河军分区
司令员兼地委书记王肃等同志也遇袭
身亡。

为保证东北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工
作，进深山、剿残匪、保平安就成为当时
我党我军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考量，中
共中央和中共东北局 1948年 12月作出
指示：鄂伦春族土匪首领莫金生问题是
特殊的民族问题，应与国民党组织的政
治土匪、惯匪、顽匪等匪徒区别对待，要
采取政治宣传教育为主、军事进剿为辅
的方针。根据这一指示，黑龙江省委、省
政府、省军事部立即调整方案，将硬打死
拼方案改为“围困、攻心、促降”的战略战
术，并召开会议，研究派代表上山谈判，
争取以战促和，通过劝降和平解决匪患，
保证鄂伦春民族的延续和发展。

然而，之前的劝降尝试进行得很不顺
利，曾有十几批前去谈判的干部战士被杀
害。再次派人上山深入匪穴，可谓九死一
生，要求谈判代表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随
机应变的能力和不畏牺牲的精神。
“让我去吧！”关键时刻，一个人站了

出来。他个子不是很高，面庞清瘦、颧骨
高耸、眉毛厚重、干练严肃，身上透着一
股威武气质，他就是省军事部警卫团政
委李延培。

李延培，1918 年生，陕北清涧人。
1935年 3月，他参加由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创立的红 26 军，参加过“东征”
“西征”和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延培在隶属八路军
第 115 师的部队参加过平型关大捷，后
调任新四军第 3师第 10旅第 29团第 2营
营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党指
派先期进军东北的优秀干部中的一员，
到达黑龙江北安地区开展扩军建政工
作。他参加过义县、清河门、鹜欢池等战
斗，转战四平、长春、葫芦岛、沈阳等地，
先后任第四野战军第 2纵队第 5师独立
团团长、黑龙江省军事部军事科长、警卫
团政委。由于李延培作战英勇、冲锋在
前，加之又是陕北人，因而得了个“李闯
王”的绰号。在肃清国民党先遣军与日
伪汉奸、土匪勾结的反动武装的战斗中，
李延培驰骋疆场、一往无前，战功显赫。
仅 1946 年，他和战友共进行剿匪战斗
321 次，毙伤土匪 4000 多名，缴获枪支
8000多支，使得 1947年初就基本肃清了
省内的匪患。但剩余的这股鄂伦春族土
匪有很强的民族特殊性，更加剽悍、危
险、凶狠，劝降能成功吗？

面对大家的担忧，李延培豪迈地说：
“我经验丰富，而且现在大势已定，我给
他们讲明利害，指出光明之路，争取成
功。”看到李延培信心满满、意志坚定，上
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并叮嘱他力争完成任务，平安凯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1949 年 1 月 13 日，李延培带着参谋
穆景祥出发了。这时，东北还是最寒冷
的时节，寒风凛冽、大雪过膝。二人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个
叫邵把头木营的地方找到了莫氏兄弟的
山寨。当他们刚缓下一口气，就听一声
大喝：“干啥的？”一排黑洞洞的枪口便对
准了他们，一场生死考验摆在了面前。

面对众匪，李延培冷静地说：“我是
解放军谈判代表，我们没带武器，要见莫
金生谈话。”土匪们不由分说，把他和穆
参谋绑了起来。

当莫金生看到站在面前穿着解放军
军装的李延培时，脸一沉，随即下令：“拉
出去枪毙！”几个土匪拥上来，李延培没
有慌乱，厉声喊道：“慢着”！他凛然地
说：“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等
我把话说完再杀也不晚！”

莫金生的兄弟莫东生急忙上前劝
道：“让他把话说完。”莫金生只是用目光
看着李延培。

接着，李延培从国际形势到全国解
放，从国民党垮台到党的民族政策……
有理有据、滔滔不绝。莫金生默默地听
着，对他的胆略和口才暗暗敬佩。

李延培最后说：“我们之所以没有进
兵打你们，是为了挽救你们，知道你们是
受骗上当，才误入歧途。为了你们及家
属的生命安全，还是派人下山谈判为
好。”他盯着莫金生和莫东生兄弟：“如果
你们不相信，我可以留下来作人质，谈判
的人七天不回来就可以毙掉我。”

这时，混入鄂伦春部落的国民党挺
进军顽匪战国芳和曾桂山等急忙对莫金

生说：“别听他的赤化宣传，杀了他！”
话音刚落，莫金生的兄弟莫东生、

侄子莫德林和他们的长辈莫福全、莫福
宝异口同声说：“不能杀！不能杀！都
到什么时候了！”有的人还指着战国芳
和曾桂山的鼻子说：“不许你们再说话
了！”莫金生只是沉默不语，内心却在激
烈地斗争着。看到这种情形，他的侄子
莫德林站起来说：“这样，我先下山看
看，回来再说。”

也许是被李延培的讲演触动，也许
是莫家族人的态度起了作用，莫氏兄弟
最终决定，把随同李延培一起来的参谋
穆景祥留下来当人质，由莫德林跟着李
延培下山谈判。峰回路转、曙光初现，一
场剑拔弩张的危机终于解除了，和平解
决迎来了巨大转机。

当又黑又瘦、衣衫褴褛的李延培和
莫德林一起回到省政府所在地北安时，
引起了轰动。战友们看到“李闯王”不但
平安回来，而且带回了山上的谈判者，大
家又惊讶又高兴，都称他是单刀赴会的
“孤胆英雄”。

在北安，莫德林受到了热情接待，领
导亲自接见，李延培全程陪同。我方领
导一再向他交代党的政策：只要下山，不
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可以不缴
枪支，继续在山上打猎，政府还帮助选点
定居。莫德林听了非常高兴，再三表示
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不再与解放军对
抗，并动员其他人员尽早下山。莫德林
最后说：“就是别人不下山，我自己也要
下山”。在北安住了两天后，莫德林带着
几马车粮食、衣物和药品等救济物资返
回了。

回到山寨，莫德林把北安之行和解
放军的诚意向莫金生、莫东生等人作了
报告，并说：“再这样下去，不但保护不了
老婆孩子，自己也得白白送死。国民党
已经垮台了，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多数人
都同意再次谈判，条件满意就投降。莫
金生的几个叔父也说，哪有老百姓跟国
家乱闹的，这几年跟你们胡干，你弟弟
他们白白送死了。谁愿意干就自己去
干吧！

看到人心所向，莫金生只好同意派
莫德林再次去谈判。于是，莫德林带上
警卫莫德生、汉族秘书宋宝勤，以及留作
人质的穆景祥一起下山了。

第二次谈判，气氛更加融洽，但莫
德林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让
大家很是意外。原来，莫德林要求认李
延培为干爹。因为在鄂伦春族内，朋友
之间磕头拜把子和认干亲很盛行，他们
以此建立感情，增加信任，避免背叛伤
害。莫德林认为，一旦李延培成了自己
的干爹，父子之亲可以保证他们以后平
安无忧。

性格豪爽、做事果决的李延培理解
莫德林的疑虑，从团结民族兄弟、促成和
平解决的角度出发，他痛快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解放军和鄂伦春人之间的距
离一下子拉近了。

认亲仪式完成，李延培受上级指派，
向他的“干儿子”宣布了党的政策：第一，
投降后不能再抢，吃喝穿用一切东西由
政府供应并派车送到；第二，如果鄂伦春
人愿意在山上打猎也可以，什么时候愿
意下山自愿；第三，鄂伦春队伍中的那些
汉族人，以及部分日本人和其他顽匪都
要送下山来，全部交给政府处理，一个不
漏；第四，不准放火烧山，要保护森林不
受损失。莫德林表示一定会向山上转
达，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但李延培总感
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顺利。

果不其然，莫德林回去把这四条一
公布，虽然大多数鄂伦春族人拥护下山
投降，但上百名汉族土匪等对第三项条
件提出了反对，他们害怕下山后受到人
民政府严惩。

莫金生、莫东生兄弟也不愿意把其
中十几个和自己磕过头、拜过把子的汉
人交出去，认为那样不够义气。

匪连长曾月文，还有个姓黄的营长
害怕自己被送下山，就召集心腹秘密开
会，决定发动“兵变”，把莫氏兄弟和莫
德林全部干掉，掌握队伍。没想到，一
个参会的汉族人悄悄把这件事报告了
莫金生。

第二天一大早，莫金生、莫东生、莫
德林命令全体人员集合，从队伍中把密
谋起事的十多个汉人和鄂伦春人全部拉
出来绑上，并下令枪毙了其中大部分人。

这一下，整个队伍再没人敢乱说乱
动了。经过一番商讨，大家全部同意在
投降书上签字。

1949年 2月 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莫家一行人走下大山来到北安，莫
金生作为代表正式签字，李延培作为最
大功臣也亲眼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为了做好感化工作，当地人民政府
抽调人员组成了民族政策工作队，给山
上的鄂伦春人送去粮食、布匹和药品等
物资，使他们真正认识党的民族政策。

李延培还和“干儿子”莫德林再次上
山，说服了莫金生让他的妻子也下山参
观。莫金生妻子下山之后，军事部部长
于天放亲自接待她，反复宣讲党的民族
政策。人民政府还派人领着她到处参
观，并给她拍了不少照片。回去后，莫金
生的妻子天天念叨共产党如何如何好，
解放军如何如何好，时间一长，莫金生终
于彻底转了弯。

1951年，黑龙江省政府指示黑河鄂
伦春协领公署成立护林大队。协领公
署任命莫东生为护林大队大队长，莫金
生为副大队长。协领公署还几次邀莫
金生到各地参观，他先后到哈尔滨、长
春、沈阳、大连等城市游览，思想有了较
大转变。

经过协领公署反复做工作，1952年
8月份，在莫金生支持配合下，战国芳、
曾桂山等最后 4个负隅顽抗的汉人土匪

全部被带下了山。
1952年 12月，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

全国参观团，莫东生、莫金生等又赴上
海、杭州、北京等地参观，亲眼目睹了新
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感受祖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

在北京，莫氏兄弟迎来了他们一生
中最难忘的日子。这天，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了参观团并和全体团员合影留念。

毛主席走了过来，关切地问：“你们
中间是不是有鄂伦春族啊？”莫东生激动
地答道：“有。”毛主席亲切地和他握手，
问：“你是莫东生？”莫东生回答说：“是。”
毛主席又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
吗？”“都下山了。”莫东生使劲点头。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使莫
氏兄弟十分激动、进步明显。从 1954年
开始，莫金生调到黑河地区任行署民委
副主任；莫东生任逊克县林业股股长；莫
德林被任命为黑河地区林业科科长；其
他人也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后来，莫金
生又被选为省政协委员，莫东生担任省
民委委员，参与协商讨论国家大政方针，
真正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莫氏兄弟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护林防火、发展生
产和建设鄂伦春新村等方面做了许多有
益的工作。

时光飞逝，转眼 70年过去了，下山
定居的鄂伦春民族人口从不足 2000 人
增长到如今的近 9000人，从没有语言文
字到念书上大学，日子过得越来越红
火。现在，黑河鄂伦春族乡正改造民族
小学，筹建卫生院，还建起了鄂伦春新
居、原始部落景区、漂流码头等等，要打
造鄂伦春北方游猎第一乡，和各民族一
起实现中国梦。

70年前，孤胆英雄李延培走进深山
密林，晓以大义，动之以情，让人看到了
他的胆识和勇气，也使鄂伦春人走下山，
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过上了新生活。
70年后，当年鄂伦春人的后代还经常和
李延培的女儿保持联系，对这位具有传
奇色彩的英雄表示感谢和敬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自己的空军
队伍时，李延培担任了辽宁东丰机场首
任政委，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上世
纪 50年代，他又担任空军某部后勤部副
部长。1974年 12月，积劳成疾的李延培
身患癌症，在北京空军总医院救治无效
逝世，年仅 56岁。他在 39年的革命战斗
生涯中屡建战功、一身清风，留给家人的
只有共和国为他授予的三级八一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他
去世火化后，还在骨灰中取出了在身上
留下的弹片。

李延培：堪比杨子荣的剿匪传奇英雄
■褚 银 谢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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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天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
三大战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关键
性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总攻于1949年1
月14日10时发起，至1月15日15时结束，
历时29个小时，创造了我军在最短时间内
攻克敌重兵集团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
成为人民解放军城市攻坚战的经典之作。

天津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军的攻坚战
斗是重要的，但地下党的紧密配合也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
员刘亚楼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在1959年
1月天津解放十周年之际，他曾指出：“应

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
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
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
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
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
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刘亚楼为什么会对天津地下党给予
如此高的评价？城防图背后又有哪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

天津解放前，关于中共地下党获取
的国民党守军城防图的数量，据老一辈
党史专家掌握的情况统计，共有 8份，涉
及到的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有 18 人。
这些城防图，是他们通过多系统、多方
面、多渠道的努力所获得的。其中，比较
完整、准确、直接的应属隐蔽在国民党天
津工务局的中共地下党员麦璇琨、张克
诚获取的两份城防图。

获取敌《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
图》这项工作，实际上早在 1947 年就已
经开始了。由中共地下党员王文源、刘
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五人共同完
成。1991年，五位老人将他们各自工作
的片段串联起来，逐渐还原了制图、伪
装、运送的全过程。

王文源回忆：“杨英是中共华北局城
工部的副部长，他分管天津市，我们这系统
属他领导。他提出个要求，能不能把天津城
防搞个图，连碉堡什么的，壕沟深度、城防

的高度、厚度，都把它能够画出来，有这个，
咱们打天津，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好打了。”

天津战役时，王文源是中共华北局
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市政工委书记，负责
单线领导隐蔽在国民党市级机关内的地
下党员。他接到获取敌城防图的任务
后，找到隐蔽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工程
处的麦璇琨，给他的任务是设法绘制一
份全面反映全市城防工程的图，越全面
越详细越好，并要画在一张图纸上以便
于带到解放区。麦璇琨当时是“天津市
城防构筑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八段工
程处工程员，即现场总监工。

麦璇琨只掌握第八段的图纸资料和
施工情况，要绘制一张全部城防工程图，
谈何容易？好在麦璇琨 1946 年毕业于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在一些工程段和
有关科室中，许多人是他的同学，一提到
工商学院，彼此都有种亲密感。他就利
用这种关系，来搜集其它工程段的图
纸。为了获取没有熟人的其它工程段的
图纸，他就先设法取得上司的信任，对有
的承包商偷工减料、建筑质量不合要求
的工程，故意在监察工程质量时很认
真。得到信任后，上司把许多重要任务
都交由他去办、由他处理，这就为他搜集
更多工程段的图纸提供了机会。

图纸和相关情况基本搜集齐全后，麦
璇琨开始着手绘制城防图。城防图绘好

后，他把图交给了王文源。王文源找到他
领导的隐蔽在天津市地政局登记处工作的
中共地下党员刘铁錞，二人一起来到天津
市西北角大伙巷街的大众照相馆，找到由
刘铁錞单线领导的以照相馆经理做身份掩
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为缩印
好这张珍贵的城防图，凭着自己多年来的
技术，连夜将这张用大张硫酸纸绘制的图
纸分解成4块，各缩拍成8英寸照片，又经
过化学处理，消失了表面的图像，裱糊在两
张农村老年夫妇照片的后面。送到解放区
查看时，只需先将裱在一起的图纸照片用
清水浸泡，轻轻地将照片剥离，然后用显影
液浸泡，图纸图像就可以清楚地再现。

康俊山的工作完成后，王文源又把照
片送到在小刘庄以开设自行车修理铺作掩
护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赵岩手中，要他立即
送往解放区。送两张农村夫妇的照片到解
放区，尽管赵岩很是奇怪，但工作的特殊性
告诉他绝对不能多嘴，他只知道要送的照
片很重要。万一路上遇到敌人查问怎么
办？赵岩事先编好了一段自圆其说的答
语：“我是在天津做买卖的，老家在农村，照
片上的老头和老婆婆都已经去世了，老家
没有扩洗设备，我拿到天津放大了两张大
相片，拿回老家上供用。”赵岩一路奔波，虽
然途中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土匪的拦
劫，但都有惊无险，顺利将照片交给了中共
华北局城工部的天津负责人杨英。

张克诚，1944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
参加中共地下工作，是天津城防图的另外
一名绘制者。天津解放前夕，张克诚在国
民党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当工务员，即技术
员。1948年 8月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主持的加固增筑城防任务，由工务
局工程处负责施工，竣工验收由工务局建
筑科负责。当时，分配张克诚验收城防公
路，因此他得到了城防公路图。但他不满
足，想寻找一切机会搞到城防碉堡图。

1948年夏秋，张克诚向隐蔽在铁路
局机务段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克明、郑梦
鳌布置对铁路沿线及附近的城防碉堡进
行实地调查的任务，包括碉堡的位置、类
型、距离、高度、厚度、射孔尺寸、形状等。

张克诚为了取得1948年下半年最新
增补的天津城防图，可谓煞费苦心。张克
诚早就摸清楚负责验收城防碉堡的常学
诗工程师掌握有城防工事图，恰好常又坐
在张克诚的办公桌对面，张克诚伺机寻找
机会。1948年 12月的一天，机会来了，局
长派人叫走了正在看城防图的常学诗，常
匆忙中随手将图纸放到书架上，张克诚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下班铃响了，常匆匆回
来，忘记收图纸就回家了。等同事都走完
后，张克诚果断拿起图纸带回家中。

张克诚家住在民族路 27 号一幢三
层楼的房屋内。当时是 1948年 12月底，
正值戒严期，严格实行灯光管制。巡逻

兵一旦看到哪家亮灯，就要进行搜查。
为了不让灯光投射出去，张克诚将屋内
的窗户拉上了窗帘，然后用图钉把一条
夹被固定在木窗框上，通宵开始绘图。

天亮了，图纸仅仅描制了一半。怎
么办？他想：第一肯定不能把图送回去，
否则前功尽弃；第二不能不去上班，否则
会引起怀疑。他再三权衡，决定冒险将
原图留在家里，照常上班。

上班后，张克诚发现常学诗工程师到
处翻找东西，便故意问常找什么，常支支
吾吾地说不找什么，看到常不敢声张，张
克诚就放心了。下班回家后，张克诚又忙
了半个晚上，才将城防图全部描完。第二
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悄悄把图纸放回
书架。常学诗上班后又来翻找，终于在书
架上找到了图纸，赶紧悄悄锁起来。

张克诚提供的这份城防图有两个特
点：一是包括了 1948年下半年陈长捷增
建的城防工事，因而是最新、最完整的城
防图；二是标明了每种碉堡的设计兵员人
数、火力配备、辎重存放位置，为解放军攻
城作战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参考数据。

据当年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工作过
的乔兴北回忆，天津解放前，他们接到过
好几份天津地下党送来的敌军城防图，
他们将这些图集中汇总后形成一份详备
的天津守敌城防图，攻打天津前夕，发给
攻津部队连级以上干部每人一份。汇总
后的城防图，如同破解天津国民党守军
防线的一把“钥匙”，对我军实施精确射
击，有效摧毁敌军重点目标，减少我军突
击部队的火力阻力，同时减少炮火对民
居、学校、工厂、医院、仓库以及水电等公
共建筑、设施设备的破坏，减少老百姓损
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加快了
解放天津的时间，也为我军较为完整地
接收天津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为何能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坚固设防的天津—

城防图背后的故事
■徐 宁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天津地下党获取的敌城防图。

资料照片

第468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