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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攸关生死
存亡的战役，有不少是在密码电报的
皱褶里打的。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如
同杠杆的支点，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实
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个故事发
生在淮海战役前夕，我方密码破译师
王小娇带五人小组，化装成叫花子，抵
近前沿阵地去侦听敌台。在敌军驻地
周围活动了数日，不料却被国民党军
抓住。

五个叫花子被赶进了军部大院。
王小娇看到伙房外有一口泔水缸，便
饿疯了似的扑上去，双手捞出稠状物，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其他四人见状，
也扑上去乱抢一气。就在这时，敌军
的欧阳军长走了进来，冲左右部属喝
道：“这几个抢泔水的叫花子，就是你
们给我抓来的共军疑犯？”

晚上，五人小组被关进了王村破庙
里。后半夜，有人出其不意地从古庙神
像肚子里破洞而进，原来是同事彭寂带
人救援来了。彭寂让大家钻洞而逃，他
一人殿后。黎明前，彭寂追上大家，却
发现少了王小娇。正生纳闷，王小娇尾
随而来。原来她一直在庙墙洞外等彭
寂出来。彭寂深情地说：“谢谢你还暗
中保护我。”王小娇却说：“那叫暗中监
视！”彭寂想到自己投诚者的身份，苦苦
一笑：“我若想逃跑，等不到今天。这里
有信仰的力量，也有我牵挂之人。我将
坚定追随！”王小娇一阵慌乱，躲闪而
去。

彭寂本是潜伏在我军的国民党特
工，精通密码编译。他身份暴露后，经
过我党的思想改造，被安排到密码破
译小组，在密码破译师余元谋和王小
娇的监督下工作，对外身份是保卫科
副科长。

那天，派出去的侦察兵带回消息：王
小娇五人小组被关押在王村破庙。部队领
导紧急研究营救方案。余元谋出了个主
意，把王小娇遭关押面临生命危险的消息
透露给彭寂。他一定会主动请战，他去
营救的成功率最高。

因彭寂还处在被监督使用阶段，领
导们顾虑满腹。
“这是个机会，如此安排，对‘天饵行

动’计划有助益。”余元谋又讲了一些与
“天饵行动”相关的细节，终于说服了众
领导。

幸运的是，彭寂安全营救回了王小
娇小组。之后，彭王二人的关系也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

实际上那晚彭寂的行动已被欧阳军
长的副官察觉。半夜时分，副官向欧阳
军长报告：有人前来营救，不过共产党
派来的救兵是彭寂，且只带了一个班的
兵力。欧阳军长沉思片刻，说：“彭寂
现在是共军保卫科副科长，派他来营救
并不奇怪。现在若抓他怕坏了我潜伏大
计，放他们走吧。这样，共军还可给彭
寂再记一功，也有利于他继续潜伏下
去。”

其实，欧阳军长心里有数。他手里
握有更为机密的一手材料，只是副官无
权知道罢了。其真实情况是，欧阳军长
在我方内部另有内线，代号“小勤快”。
“小勤快”传来的信息是：彭寂在共军那
边很风光，有望扶正当科长。前不久，
他还因组织群众抢修马家桥有功而戴过
大红花呢。

那马家桥是我军通往战略要地李家
集的咽喉。欧阳军长曾派人潜入，想预
先在马家桥上搞些破坏。结果发现，那
桥已经有人在暗中做了手脚。只等我军
大部队一上桥，便塌断无疑。到那时，
再抢修也难以应急，无力回天。而马家
桥正是彭寂带人抢修的。暗中做手脚
的，非他莫属！这足以说明，彭寂没有
暴露。对此，欧阳军长信心满满，窃喜
不已。

不过，这一切，余元谋早已从破获
的情报中知道。

三

陈默钟是国民党特务，这件事成了
连余元谋的上级领导都少有人知的机
密。陈默钟一直在战地报社当报纸分送
员，天天到各部队的驻地分送报纸，工作
表现稀松一般。因接近不了我军核心部
门和重要人物，他传送出的零星情报，便
也没有太大价值。好在国民党方面也不
奢望他能捞到什么大鱼，给他的主要任
务是秘密监视彭寂，同时不允许他与彭
寂有任何联系。

首长和余元谋决定逆用陈默钟。事
情始于那个马家桥。

这一天，陈默钟送报三人小组，骑马
路过马家桥，却被阻断在桥前不能通行。
桥上桥下有百八十名军民正在实施抢修。

被阻隔在桥头前的，还有机要科的
官兵十余人。大家都急着赶路，便发起

了牢骚。陈默钟从两个女机要员悄声
议论中，得到了惊人信息。原来，之前
我军制定的主力部队行动方案，并非真
的要通过马家桥进驻李家集，只是先声
势浩大地搞了个抢修马家桥行动，意在
让国民党军误认为我军要过桥去抢占
李家集。其实，我军是想声东击西，迂
回奇袭刘湾子山。所以，在抢修马家桥
时，彭寂按照上级指令，在桥梁上暗设
虚架了不少断梁，以等待国民党军路过
此桥时车毁人亡，阻断去路。然而现
在，我军根据形势变化，又改变了策略，
要真正去抢占李家集，这才领人又重修
加固马家桥。

此刻，只见远处那彭寂正在桥上指挥
抢修，还不时与另外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吵
吵嚷嚷。他们说的是什么，陈默钟远远地
听不清楚。但能看出，都很着急。他知
道，这是军情突变造成的。

到了晚上，陈默钟急速拟定了情报，
隐藏在了第二天下发的一张报纸上。

陈默钟传送情报的方法极为巧妙。
用行话说，他暗使的是针眼情报。即用
针尖轻微地在报纸某些字上扎上针眼，
形成情报内容。无心人不易察觉，有心
人可借光线瞧得一清二楚。陈默钟做得
更为隐秘一层，他采用了报纸上扎眼和
英汉词典密码本查对双重保险。他在报
纸上用针眼扎下的，并不是情报的具体
内容，而是那词典密码本上某个字具体
位置的数字标注。他用报纸上某个字的
笔画数来标识位置数。那么，他的上线
接到这张扎有若干针眼的报张，译出各
字各行的位置数后，再到同版本的英汉
词典上去对应查找，才能译出他要传送
的真正的情报内容。

陈默钟用上述方法，轻车熟路地把
今天得到的重要情报，通过线上人，秘密
传送给了欧阳军长。没错，陈默钟就是
那个代号叫“小勤快”的潜伏者，隶属欧
阳军长直接领导。

欧阳军长看到密报后，诸多细节都
印证“小勤快”的消息为真，不敢耽误一
刻，立即把这些紧急情况，用密电发送给
了上峰。

之后，马家桥成了我军重兵把守的
交通要道。而担任护桥任务的负责人正
是保卫科副科长彭寂。陈默钟常从桥上
路过，彭寂每每严格盘查他的报纸及马
匹所驮之物，其恪尽职守之表现，俨然是
一个忠诚卫士。

陈默钟细心观察着大部队挺进李
家集的情况，白天看到的部队移防详
情，晚上便急就在报纸上，第二天即送
达出去。
“小勤快”传送过来的每一张针眼报

纸，欧阳军长都是亲自译校出具体内容，
编写成一封封密电发出。我军挺进李家
集战略要地的军情，一时成了国民党军
的重要情报。

四

那时，淮海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军情
不等人。我方指挥部为策应余元谋破译
敌方密码，经研究决定，拟开展一系列军
事行动，制造我方特定军情，诱使敌军用
密报通联相关情况，以给我军破译师提
供较为具体的特定条件。上级把这项任
务命名为“天饵行动”。

实施“天饵行动”的前提是：我方从
破获的情报中得知，那潜伏特务陈默钟，
直接受命于敌欧阳军长，主要负责监督
彭寂。很快，余元谋破解了敌特针眼情
报传送模式。自此，陈默钟完全处在了
我军的秘密监控之中。
“天饵行动”是个系列谋略。第一步，

巧用久潜不活的彭寂，以修缮马家桥为切
入点，制造了相关假象。当然，彭寂自己
不知其中机密。他以为我军主力真要进
驻李家集，便受命组织人把桥修了个结
实。是余元谋判断出敌特必来破坏马家
桥，便经上级部门秘批，提前带人在桥下
做了手脚。这就给敌特留下了这个破坏
是由彭寂所为的印象。行动初期，却遭遇
突发情况：负责外出侦听敌方电台的王小
娇五人小组被俘获。余元谋认为，此时，
派彭寂去营救王小娇最为有利。事实上，
彭寂现身王村破庙，确实扰乱了欧阳军长
对其身份的猜断，加深了相关误判。

第二步，组织军民重新修马家桥，搞了
个大反转。故意指派两个女机要员，在陈默
钟身边上演了一出闲话泄密的好戏，透露了
彭寂投诚的真实情况。余元谋考虑，彭寂身
上的秘密早已被我方掏尽，再为他的身份保
密已无多大价值，倒是利用暴露他投诚真
相，制造特定军情，对我破译密码会大有益
处。果然，我方这一反转，着实惊炸了敌军，
从电台里可以听出，敌军上下一片急乱。

第三步，不惜动用我主力部队，制造
重大策应行动。连续数天组织部分主力
部队，大张旗鼓地通过马家桥，挺进李家
集。暗中的陈默钟把每个部队番号、出
发时间、装备数量、兵员概况等，都一一
记录在案，立刻发送出去。而欧阳军长
则用密报，原封不动地发送给了上峰。
那几天，敌军电台联络异常密集，相关情
况均被我军一一侦控抄收下来。

有了这几步特定行动，余元谋和王小
娇等人成功侦获抄下大量以上已知情况
和具体条件的密报，加上彭寂熟悉国民党
密码编码，大体弄清了敌所用密码结构类
型和密性类属。经过余元谋小组突击公
关、对比研究，终于破译敌方密码。

淮海战役发起后，我军即依据破获的
详尽情报，突袭围歼了欧阳军长的军部。
这支敌王牌军，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根据长篇小说《生死叠加》缩写）

天 饵
■余之言

1932年冬，南京雨花台。一阵尖

锐刺耳的枪声，划过拂晓前干涸冰冷的

河床，在山谷中回荡。年仅22岁的地

下党员丁香倒在刑场。雪花舞满天，恍

如千万朵白丁香。

第二天，丁香的丈夫阿乐从上海

风尘仆仆地赶来。荒野上凛冽的寒风

吹拂着他枯瘦憔悴的身体，他嚎啕痛

哭……

丁香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后来，

她被一个叫白美丽的基督教女牧师收

养。白美丽给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

字——白丁香。

白美丽对丁香视若己出，倾尽所

有，给她最好的教育。在白美丽的关爱

下，丁香出落得聪慧可人、亭亭玉立。

15岁那年，丁香考入东吴大学，接触

到了革命新思想，邂逅了多才多艺的学

长阿乐。阿乐是地下党，丁香也积极参

加学生运动。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得两

人情愫暗生。

晨曦初露，阿乐刷糨糊，丁香贴

标语，两人的配合是那样的默契；

图书馆的走廊里，阿乐透过玻璃窗

向书桌边埋头苦读的丁香投去深情

的一瞥；月亮把清辉洒满校园，林

荫小道间两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很美……

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阿乐和丁

香先后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经组织

批准，两人喜结连理。在阿乐的指导和

帮助下，年轻的丁香进步很快，成长为

一名地下党负责人。

后来，上级让丁香去北平参加一

个重要会议，丁香不幸被叛徒出卖，

锒铛入狱。国民党反动派将丁香押至

南京雨花台关押，软硬兼施，逼迫丁

香出卖党组织。但是，丁香没有吐露

党的任何秘密。反动派恼羞成怒，将

丁香押赴刑场……

十八年后，阿乐遇到了一位长相酷

似丁香的女子——钟曼。婚后，征得钟

曼的同意，阿乐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丁

香”。

每年清明，阿乐都会带着女儿

“丁香”回到南京雨花台，在丁香鲜

血浸透的地方，栽下一株丁香花。又

到了丁香花绽放的季节，年迈多病的

阿乐想再来南京雨花台，最后看一眼

丁香和丁香花。但是，虚弱的阿乐没

能支撑住，倒下了……

翌年清明，钟曼领着女儿“丁

香”，来到雨花台，将阿乐的骨灰葬在

他亲手植的丁香下。四月的丁香落英如

雨，丁香的幽香历久不散。

丁 香
■夏旭志

新兵入伍离开家之前，母亲把一支
钢笔送给了他。新兵拿着钢笔琢磨了
一会儿，问，拿这个做啥？

母亲给新兵整理了一下军容，温和
地告诉他，没事时练练字，字如其人，字
是人的脸面。

新兵突然想起来，在他读小学的
时候母亲就说过这句话，而且不知道
说过多少遍了。只不过，这些年不怎
么写字，听不到母亲重复这句话了。

新兵把钢笔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
到了背包夹层里面，一边放一边想，这
一走之后，两年才能回家，一定要在部
队变个样子回来给母亲看看。

在火车站，新兵一加入那个迷彩的
队伍，就只留下一片绿色的背影。母亲
和父亲便一下子找不到他了，他们觉得
哪个都像是自己的儿子。新兵也是同
样的感觉，加入队伍后，一回头，他也找
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他觉得送行的那些
人都像是自己的父母。但是他敢肯定，
父母就在人群中张望着他。

新兵去的地方离家很是遥远，在一
片雪域高原之上。

新兵到了部队之后就知道了，他下连
后即将去的是边防连队，主要任务是守护
国境线。指导员一边放着宣传片，一边和
新兵们讲，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祖国。

这话让新兵听得热血沸腾，从来没有
想过祖国和他竟然这样近。一瞬间，他觉
得自己的任务神圣起来，腰杆也直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在紧张忙碌中
度过了，学习、训练，训练、学习。当然，
还要时时刻刻和高原缺氧做着斗争。

缺氧实在是一件难受事，只要一迈

步，胸口里就像是塞满了棉花，每一次
吸的气好像刚到嗓子眼就又呼出去
了。头疼得像要炸裂一样。手机也没
有信号，休息时，觉得时光过得太慢了。

有一天，新兵想起了母亲送给自己
的那支钢笔。他把钢笔找了出来，开始
在本子上练字。没想到，一笔一画写
字，时间竟然好过多了。

又是一天，指导员对新兵们说，下连
后，连队的荣誉墙上要贴上每个人的照
片，每个人在旁边都要写上一句话。就
写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最真实的内心。

新兵听到指导员这样讲，一下子想
起了母亲曾说过的话：字如其人。新兵
练字练得更认真了，他怕自己的字贴到
墙上后对不起自己帅气的脸。可是，照
片下面要写什么呢？这着实让新兵有些
费心思。

新兵下连之后，开始和老兵们一起
巡逻了。那条巡逻路实在艰难，与其说
是路，倒不如说没有路。因为到国境线
上，有一段路就是要经过山崖才可到
达。听说，曾经就有马掉下了山崖。山
崖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偶尔可以
看见雄鹰从缭绕着雾气的深渊下面飞
上来。

新兵曾不解地问过指导员，这里没有
任何人烟，也不会有人越境，我们为什么总
要到这里巡逻呀。新兵问这话时，指导员
目光深沉地望向远方，他没有回答新兵，却
突然唱起了《边关军魂》。唱着唱着，他停
了下来，然后回头望着战友们。新兵从指
导员的眼神中，似乎一下子全懂了。

新兵成长得很快，好多老兵都说，
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你第二年就够资
格入党了。新兵听后心中暗自高兴，他

想，哪一天有空了，就用母亲送的那支
钢笔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后来的事真是没有料到……
新兵在国境线上巡逻时，突遇险

情，为保护战友英勇牺牲。
战友们为新兵整理遗物时，在他的

抽屉里发现了一支钢笔，和许多练过字
的纸。那厚厚的一沓练字纸上，写的几
乎都是“妈妈我想你”“我爱你”“我好帅
气”。看着这些字，战友们在悲痛中又
想起了新兵的笑脸，觉得他真像是一个
还没长大的孩子。

可是，当战友们经过荣誉墙，停下
脚步去看新兵的照片时，发现照片旁边
有着一行遒劲有力的钢笔字，写的是：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国土，妈妈我爱你！

战友们忽然觉得这些字动了起来，
而且，还有着声音。

有
声
音
的
字

■
胥
得
意

从麦家开始，谍战小说就以
其罕见的惊奇感俘获了不少读
者。革命战争年代，在我党的队
伍里，一直有这样一些从事情报
工作的人，长年隐姓埋名，大功不
语。作家余之言在谍战题材创作
中深耕多年，用文学的形式，展现
了这类特殊职业、特殊斗争的独
特魅力。

隐蔽战线是一条看不见却十
分重要的战线，就像那些冰山，如
果没有了隐匿在水面下的那部
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的确，
在许多攸关生死的紧急关头，指
挥员都曾依据及时准确的情报，
果断做出决策，扭转战局。

本月 15 日，我们迎来了第 6
个全民国防安全教育日。无论是
《天饵》中化装成叫花子的王小
娇，还是在没有路的国境线上巡
逻的新兵，他们都是军人，选择了
肩负神圣使命的人生。这些故事
在刷新读者经验的同时，也有利
于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国防和军
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个
强大的军队，和平发展就没有保
障。冰山之下，是你看不到的一
种风景，壮阔而震撼人心。

冰 山
■郑茂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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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鲜的军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