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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一颗子弹与

! ! ! ! ! ! ! ! ! ! ! ! !"到上海治疗

与此同时，刘飞和夏光还动员未随“江
抗”西撤、化整为零在当地隐蔽的原“江抗”独
立大队大队长殷玉如集合旧部，取出埋藏在
各地的枪支，派出得力干部前往整训并给殷
部充实骨干，使之成为新“江抗”的一个连队，
仍以原番号活动，重点控制何市地区。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成立和新“江抗”的

蓬勃发展，使新“江抗”官兵备受鼓舞，但刘飞
却依旧离不了床板和两根拐杖! 胸部隐隐作
痛的伤口和嵌在肺部的子弹也告诉他，枪伤
未愈，战斗暂时与他无缘。

"#$#年 ""月 %日，新四军第 "、&支队奉
命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宣告成立新四军江南
指挥部，统一领导 &团、'团、新 (团、挺进纵队
及全区的地方武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
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
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再次派

人来看刘飞，要他到上海去治疗。刘飞不愿在
新“江抗”刚刚成立的时候离开战场，但想到
只有尽快治好伤，才能重返抗日前线，于是表
示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年 ""月上旬末的一天，常熟浒浦
口码头铅云低垂，阴风怒号。刘飞头戴呢礼
帽，身穿棉长袍，取道这里乘江轮前往上海。
相传当年乾隆下江南时，误将浒浦口读成“许
浦口”。皇帝念了白字，当地百姓也就将错就
错，于是常熟人都将“浒”念“许”。码头上，刘
飞警卫员何彭福要求与他同行，刘飞说：“我
一个讲湖北话的已经够呛了，再加上一个小
闽东还了得！”何彭福依依不舍返回新“江
抗”，担任司令员夏光的警卫员。
在上海党派来的地下交通员接应和掩护

下，刘飞顺利登上长江客轮，通过关系安排在
船上职员的休息间。船进吴淞口，上船检查的
日本兵未到休息间。第二天，刘飞平安到达上
海十六铺码头。地下交通员叫了一辆祥生公
司的出租汽车，把刘飞送到地下党员荣健生

住的亭子间。"#)*年 "月，华东军
政委员会成立后，荣健生任华东
区邮电管理局局长。刘飞在荣健
生处逗留时，荣健生把床让给刘
飞，自己睡地铺。躲避四五天后，
刘飞来到上海英租界内美国圣公

会办的同仁医院，住进了外科大病房第四床。
护送刘飞入院的护士长张晨年纪虽轻，

但早已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他对院方说，刘
飞是他的远亲，名叫王福祥，在湖北老家种田
时为流弹所伤。大家见刘飞皮肤黝黑，忠厚老
实，也都深信不疑。经检查，刘飞胸部的子弹
在靠近心脏的肺腔，因体质较弱，需要卧床静
养，待体质恢复到一定程度，再决定是否手
术。刘飞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就餐、
大小便都卧床进行。
住院期间，地下党员荣健生特意派负责沟

通张英与他之间联络的交通员蒋国梁（化名康
迪），代表他到同仁医院看望刘飞。蒋国梁并不
认识刘飞，他找到同仁医院外科大病房时，刘
飞恰好外出。蒋国梁便坐在第 &'床上等他。刘
飞回病房后，见一个陌生人坐在自己床上，马
上不动声色走过来与他握手。蒋国梁自我介绍
和说明来意后，两人就像亲人一样谈笑起来。
刘飞知道，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这位未曾谋面的
同志来看望自己，是向病友释放他在上海有亲
戚的信号，以便掩护自己养伤。

$个月后，刘飞体质明显增强。医生检查后
认为，刘飞肺部的弹头已被结缔组织包裹，今后
将不致由异物引起周围炎症或损伤重要脏器，
且弹头位置靠近心脏，现在手术有一定危险性。
经征求刘飞意见，院方确定暂不做手术。
真是生死冤家呵！刘飞意识到，“忠义救

国军”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恐怕今生今世要与
自己不离不弃了。从上海返回苏北新四军 "

支队驻地，陈毅安排刘飞重返“江抗”。
"#'"年 &月，迅猛发展壮大起来的新

“江抗”被改编为新四军 (师 "+旅，刘飞任旅
政治部主任。
不久，由新四军派回上海完成学业的朱

萍，带着在上海护理过刘飞的医生蒋游、褚杰
参加新四军。三人到达驻江都县的 "+旅时，
刘飞赶来看望，这时他们才知道，眼前这位英
气逼人的旅政治部主任刘飞，原来就是当年
在上海同仁医院住院的“王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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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上海城隍神

秦裕伯，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
元至正四年（"$''年），已经 '# 岁的秦裕伯
考中进士，在湖广行中书省任职，六年后，提
升为山东高密县尹。为官一任，做了不少实
事，政绩卓著，很受百姓拥戴，离任时，百姓欲
留任而不能，颂其勤政爱民之功德，请人铭文
详其事迹，立碑纪念。

秦裕伯调离高密就任福建行省
郎中，时值黄河以南的各行省已发生
多起农民武装暴动，为避兵乱，秦裕
伯弃官回原籍寓居扬州。复回上海
时，不久母亲唐氏病逝，便居家为母
守孝。时逢张士诚渡江攻下常熟、湖
州、松江和常州等地后，定都平江（苏
州），为扩张势力，派人到浦东请秦裕
伯到苏州做官，被秦裕伯婉言谢绝。

明朝立国，正是用人之际，朱元
璋命中书省下令给秦裕伯，要他出山
任职，他以母丧守制未满而推脱。朱
元璋再次下令中书省征召秦裕伯，秦
还是固辞不就，不由得皇帝龙颜大
怒，朱元璋愤怒地下了一道手谕：“海
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
起，恐有后悔”，这记载在《明通鉴》上的一句
话，有很强的威胁性，言外之意，是你秦裕伯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从命，杀身之祸就
不远了。接到朱元璋手谕，秦裕伯“涕泪横流，
不得已偕使入朝”。洪武元年，出任侍读学士，
次年改任翰林院待制，不久又改任治书侍御
史。洪武三年（"$%*年）与御史中丞刘基同为
京畿主考官。后来，又被任命陇州知州，已年
逾古稀的秦裕伯不得已上书告老还乡，这次
有幸得到皇上恩准。洪武六年（"$%$年）七月
二十日，秦裕伯病逝于上海家中，葬于父秦良
颢墓旁。朱元璋得知秦裕伯死讯，说了一句：
“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即敕封为上海城
隍神，追赠“显佑伯”。
“海滨民好斗”，朱元璋手谕里的这句话，

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滨海的人咋就那么犟
呢！确实概括了元明时代上海人的性格特征。
上海这块热土，处于吴越之间，先秦时代这里
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
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
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

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早期的民众由
草民、盐民、渔民组成，民风强悍，心智率直，
喜欢简单，不绕弯子。“豪爽、侠义、乐善、好
客”，成为人们交际礼仪的特定基调和人文色
彩。这主要与早期先民的生存环境有关，滨江
傍海，大抵为居住海边的盐户与渔民，远离中
央朝廷的控制，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极目远
眺，海天一色，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常受

台风袭击，有时风急浪高，击岸破
堤，拔树摧屋，险象环生。流动的海
上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
和不确定的性质，渔民的冒险精神
和粗犷豪爽性格的生成与他们在海
上的这种特殊生存状态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地
域和一定生态的产物，必定会打上
地域和生态的烙印，并逐步地、自然
地形成地域和生态特色，这是不言
而喻的。

船民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岸
上亲人也因此经常处于惊骇之中，
祈求神灵护佑成为他（她）们唯一的
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每一次顺利

返航，都是神力相助，而每一次海难都是鬼怪
所致。对神的敬仰和对鬼的畏惧已成为一种
心理定势。走进普通人家，几乎“家家观世音，
户户阿弥陀”，遇到某个“节日”，敬神就成为
无须约定而又声势浩大的群体性行为。南宋
咸淳七年（"&%"年），上海的船民就自发建造
了一座祭祀惠灵夫人的“顺济庙”（俗称“丹凤
楼”），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天后宫。在上海
各区县的地方志书上，几乎每个区都有“天妃
宫”、“娘娘庙”的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
年），上海为抗倭御寇而兴建城墙，城墙上建
有几座敌楼，其中位于城墙东北角的万军台
正好建在顺济庙上，于是，该顺济庙被拆毁。
但上海名绅、上海城隍秦裕伯的后人秦嘉楫
赶在建万军台之前，将顺济庙的楹联拓了下
来，陆深的重孙也抢先把顺济庙大殿的匾额
请回家中，当倭患稍息时，由秦嘉楫提议，上
海士绅委托道士顾拱元在万军台上重建，陆
氏也将匾额归还，悬挂在新建的楼上，是为新
建的天后宫，一说即是沪上八景之一的“丹凤
楼”。看来“海滨民好斗”的子民，也具有铁汉
柔情的另一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