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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双枪
黄八妹”曾令敌震惊，
名噪一时。后来，海外
有的报刊甚至还称她
为“国军抗战中的‘双
枪老太婆’”。然而，
她的人生轨迹却极为
复杂。

从小练就好枪法
黄八妹又名百器，闺名翠云，祖籍浙江平湖，!"#$年出生

于江苏金山（今属上海）扶王埭（这里原先叫作河横埭，王姓宗
族为了祈求兴旺而改名）。有点矮胖，身体健壮，因在家里的十
余个子女中排行第八，所以乳名“八妹”。由于家境贫寒，她曾
在金山钱家圩（今金山区金山卫镇钱圩）八字桥吴家做童养
媳，但不久便解约随父亲贩运私盐。金山卫海滩盐场历史悠
久，所产的盐晶莹透亮、色白如玉，而且杂质少、易溶化、味道
鲜，所以方圆百里的居民都喜欢食用这儿的“两浦盐”。

!"!%年秋的一天，父亲为了防备凶悍盗匪半途抢劫，
让年仅 !&岁的黄八妹练习枪法：“八妹，瞄准后就按照刚才
所讲要领开枪！”孰料，黄八妹竟是天生的射击好手，她用左
轮手枪连开 $枪，全部命中 &#米外树干上那直径约 !#厘
米的圆圈，父亲非常高兴：“嗯，八妹打得好，从现在起这把
小手枪就归你了！”
经过 '年的摸索和苦练，黄八妹到 !(岁时已经能够自

如地使用双枪，而且在有效射程内几乎“百发百中”。她常在
腰际插两把左轮手枪，威风凛凛地护卫父亲所在的运盐船。
黄八妹 !)岁那年，父亲所在的运盐船途中突然被两艘

盗匪船左右包夹。敌众我寡，父亲急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
她却不顾危险，蓦地拔出双枪跳上舱面，朝着那些家伙就是
一阵猛射，当场打死 "人，剩余歹徒见状吓得连忙逃窜，运
盐船安然无恙。因而，“双枪黄八妹”的名号传遍江湖，她成
了大名鼎鼎的“神枪手”。
嗣后，黄八妹与当地盐警袁三麻子结婚，从此浪迹于沪

浙交界的沿海一带，单独贩运私盐。然而，由于性格不合，黄
八妹与袁三麻子一直吵架，甚至弄得互相差点拔枪，这样一
来自然凑合不下去，最终只得分手。
于是，黄八妹决定独自到太湖闯荡，她拜盐霸李大汉子

为“老头子”，并很快找了几个会使枪的帮手，开始了武装贩
运私盐。

啸聚太湖梦成空
在武装贩运私盐的过程中，黄八妹毕竟力量单薄，多次

吃亏，大批货物遭凶悍盗匪抢劫，她深感必须找到有实力的靠
山。此时，出没于沪浙一带的“太保阿书”闪入了她的视线。
“太保阿书”原名徐书生，别名天雄，系金山钱家圩人。

他早年曾做“太保”，所以得绰号“太保阿书”。“太保阿书”利
用自己的特殊经历，*"&%年秋在家乡拉起队伍，翌年打出
“劫富济贫”旗号，手下逐渐增至 &###余人，号称“天下第一
军”，自任“师长”，活动于邻近十余个县。“太保阿书”起事之
初，尚能对队伍作纪律约束，如部下杨阿和因私下敲诈被处
决。但随着队伍扩展，成员变得非常混杂，风气也每况愈下，
于是“不问贫富，皆向勒借”，完全流于“湖匪”行径。中共金
山+浦南,县委曾希望争取这支队伍，“太保阿书”虽以礼相
待，却没有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教育。黄八妹同“太保阿书”结
识后，以身相许，希望依靠他“做一番大事”。
那时，法国驻沪总领事秘书樊尔谛陡生兴趣，带妻子赴

苏州观光，乘小船游览太湖。两人正陶醉于美妙的风景，不
料一股“湖匪”冲过来，将其绑了“肉票”。樊尔谛很吃惊，当
明白对方目的是想勒索 -#万银元，不敢怠慢，乖乖按要求
写了一封求救信。法国驻沪总领事接函急得团团转：樊尔谛
可能是未来的继任者，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法国驻沪总领事
根本不知道“湖匪”内幕，遂要求黄金荣设法斡旋。黄金荣接
到任务后，经与杜月笙通气，马上让同“湖匪”头目熟稔的高
鑫宝出面协调。高鑫宝赶到太湖的一个小岛，向“太保阿书”
说明缘由，又软硬兼施规劝。“太保阿书”见扯上了赫赫有名
的上海青帮老大，觉得惹不起；而黄八妹也赞同给黄金荣留
面子，以便多一条门路，大小头目很快都答应放人，而且不
要赎金，礼送出门。黄金荣不费一枪一弹，没花一分一厘，就
轻易化解了这场引起轰动的绑架事件。法国驻沪总领事对
此颇为赞赏，这或许也为他日后的发达作了一种铺垫。

!"&"年春，军警开始对“湖匪”进行围剿。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太保阿书”不断率部作抵抗，但最终不得不将人马
分散。黄八妹起初跟着东奔西跑，后来按丈夫的吩咐先到别
处暂避。!"'!年春，因有人贪图高额赏金而出卖，隐身于上
海大连湾路（今大连路）慧源里的“太保阿书”被捕，-月 !)

日的《申报》报道：“太湖浦东帮匪首太保阿书徐天雄及胞弟
徐福生昨日下午四时十分在金山县属张堰镇执行斩决。”
“太保阿书”死后，他的残部仍然频繁活动，茅盾的小说《林
家铺子》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林先生忽然听得街上走过的
人们乱哄哄地在议论着什么……就去问第二个走近来的
人，桥头的王三毛。‘听说栗市班遭抢，当真么？’‘那一定是
太保阿书手下人干的，太保阿书是枪毙了，他的手下人多么
厉害！’”

再说黄八妹与“太保阿书”分别后，又同别的团伙搭上
关系，并卷入发生于淀山湖等处的大劫案。!"''年 %月 '

日，《申报》登载《女匪首王八妹审讯记：澉浦与淀山湖两巨
劫案王八妹均坚决否认同去》：“上年二月初九，无锡富人杨
邦藩、孙振球等八家，因中日战事剧烈，雇船运送家资及家
属赴沪避难，中途在淀山湖被匪洗劫。当时船上有十九路军
交通处副处长王玉山，因出枪抵抗被匪当场击毙。今该案女
匪首王八妹（按：系黄八妹之误），在沪被获后，已于八月一
日傍晚解苏剿匪指挥部。昨（二日）提讯，兹录照片与供词：
王八妹，二十八岁，浙省平湖人，与施连元姘识已有三年许，
做贩私盐生意。”“施连元和空头阿云（王友如）是一帮的，抢
海盐澉浦时，我在松江，未同去，施连元去的……淀山湖劫
搬场船，我正在生病。”黄八妹最终如何恢复自由，不得而
知。她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潜往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南
桥镇，于 !"'(年夏嫁给乡绅姚忠修做妾，成为一个茶馆的
“老板娘”。

拉起队伍打鬼子
!"')年 %月 !'日，日军在

沪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驻军
奋起抗击。!!月 '日至 (日，日
机、日舰对奉贤南桥、奉城、钱桥、
柘林、萧塘等市镇进行狂轰滥炸，
百姓伤亡惨重；随即，日军又在金
山卫海滩突然登陆，烧杀奸淫，无
恶不作。黄八妹目睹日军的暴行，
无比愤怒，她迅速用自己的积蓄
买枪，并把多年结交的金兰姐妹
聚集起来，商量打“矮东洋”，组织
起 '##人左右的队伍，多次伏击
日伪军。
黄八妹为了扩大队伍，还特意

扮成难民进入申城，直闯上海大亨
杜月笙的公馆。公馆的看门人照例
加以阻拦，但听到黄八妹报出名
号，怔了一下便同意往里通报。那
时，杜月笙身为上海各界抗敌后援
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
正在张罗筹备“淞沪别动总队”，他
记起黄八妹以前对法国驻沪总领
事秘书樊尔谛夫妇被绑案的解决
有过助益，就显得挺热心地对她
说：“八妹呀，侬要我帮忙，闲话一
句！我晓得，侬想做大事，嘿嘿。关
于枪支弹药嘛，我能够替侬凑一部
分。不过，侬单独搞力道不足，勿如
就编进淞沪别动总队吧！”黄八妹
一听，真是求之不得，她马上就答
应下来。通过此行，黄八妹既有了
“番号”，又得到一批武器；她立即
在乡间干出了动静，多次突袭骚扰
百姓的小股日军。

!"'%年夏，国民党军第六十
二师的钟录到金山、平湖收编地
方武装。黄八妹同意接受收编，正
准备与平湖谢友胜的队伍联合，
其母落入日军魔掌。这位普通农
妇不愿拖累女儿，撞死于牢房。黄
八妹心中充满仇恨的怒火，她带
队伍冲出日军包围，与谢友胜一
起组成江南挺进队，担任护洋队
队长。黄八妹和谢友胜很快成为
夫妇，两人为了增强实力，分别广
收干女儿，大招门徒，使队伍扩充
至千余人。他们有时化整为零，有
时集中优势，利用复杂地形、黑夜
对巡逻的日军突袭。黄八妹看到
日军的电话线杆，便会拔枪打烂
上面的线路固定栓头，中断敌伪
的连络，然后伏击前来修复的日
军通讯兵。
与此同时，黄八妹的枪法被

人们愈传愈神，有的乡民受到鬼
子抢劫，会暗暗咒骂：“夜里出门
碰着双枪黄八妹，叫你们不得好
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
祝同在召见黄八妹时，也称她是
“抗日女杰”。

沪浙边缘袭日伪
抗战后期，黄八妹常随队伍转战

于沪浙交界地区。
!"-'年春，黄八妹返回平湖，担

任突击大队队长。有次，一艘日舰驶至
平湖附近海域，妄图切断游击队海上
补给。黄八妹在雨夜指挥两艘帆船悄
悄贴近下锚的日舰，待距离 (#米时，
先用 &#挺轻机枪猛烈扫射，继而投掷
大量燃烧弹和手榴弹，再冲上甲板消
灭慌乱的鬼子，将日舰炸沉。日军遭受
沉重打击，对黄八妹恨之入骨，遂出动
大量兵力，将她的大儿子和乡亲 -##

余人抓走，以逼她就范。黄八妹拒绝投
降，只答应在亲属和村民获释后，她的
队伍暂不进行袭击。日军未能达到目
的，就在第二天用机枪屠杀了所有人
质。黄八妹面对血海深仇，更同侵略者
誓不两立，此后一年中，她不断发起攻
击，相继拔掉 '#余个日伪乡镇据点。

!"--年 -月，黄八妹攻下平湖虎
啸桥、全公亭和金丝娘桥等集镇，并收
编驻全公亭的伪军；年底，在另一场战
斗中，她还活捉日本兵土田美奈义、曹
川岛太郎等，并带人将其押解至浙西
行署，有机会认识了美国顾问白雷非
且颇受赏识。
不久，黄八妹被委任为杭州湾护

航大队长（旋改称杭州湾护航纵队司
令），获得一批美式武器和一部无线电
台，在浦东地区至杭州湾一带同日伪
军作战，并掩护国民党特工人员活动。

!"-(年 $月，在一次作战中，日
军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偷偷包抄过来。
黄八妹发现情况不妙，已来不及撤离，
于是跳入一条河中潜游。当黄八妹精
疲力竭时，幸得一位采菱的李老太出
手搭救，把她藏在木桶里，避过日军搜
查而成功脱险。

逃往台湾孤寂终
抗战胜利后，黄八妹的队伍改编

为平湖县保安总队，她被选为平湖县
参议员。那时，上海书摊出现了一本热
销的“小人书”，就是《双枪黄八妹》，描
述的是黄八妹在抗战中杀敌的故事。
已是半老徐娘的黄八妹，曾向来采访
的记者表示她一直在吃斋念佛，又说.

“想想从前，我杀心太重，阿弥陀佛！现
在外头的事再也不管了！”
然而，黄八妹并不甘于寂寞，而且

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据《金山县志》记
载：她在“民国 '$ 年（按：!"-) 年）!#
月，任‘国民党江苏省第三督剿委员会
第二督剿组组长’。在松江、奉贤、金山
等地进行防共、反共活动。民国 ')年，
任‘国民党苏浙边区清剿总部直属戡
乱建国总队平湖县建国大队副队长’，
在金山、平湖地区搜集共产党情报。后
由汤恩伯委任其为国民党浙江省绥靖
第一团团长。翌年，参加毛森在沪召开
的反共应变会议，任‘东南人民反共救
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年 (月，
平湖、金山两县相继解放。她率部逃离
大陆，盘踞大洋山及周围岛屿”。!"((

年初，一江山岛解放前夕，黄八妹逃往
台湾；!"%&年 (月，这个以错杂色彩
涂抹自己历史的女人在台北寓所病
逝，后来归葬于平湖九龙山公墓。
黄八妹的出生地扶王埭，位于今

上海金山区金山卫镇永久、永联两村
交界的黄姑塘边；黄姑塘东抵金山卫，
西达平湖金丝娘桥、全公亭，民国年间
曾通客运小汽轮。现在，河道两岸不少
老人仍能讲述一些关于“双枪黄八妹”
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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