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纪念馆正式建立
离开裘妈妈家之后，我内心满怀着对

李白烈士的敬意。忘记这段历史，就对不起
为新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啊！
第二天我比约定时间提早了十分钟到，

只见裘妈妈已在和当时居住在底楼的居民
聊起了家常（事后获知裘妈妈已在前一天晚
上来过这里说服居民请假半天等我前来）。
裘妈妈陪我走上三楼，虽然已经搬离了几十
年，但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居住的场景。

再上几步楼梯，一个只有三四个平
方米的小阁楼呈现在我的眼前。所谓小
阁楼，连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直不起腰
来，更何况是李白烈士这个近一米八的
大个子。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每天
深夜爬进爬出地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又
是上海联系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真是有点难以想象。

!"#$年 %月 &'日上海解放 (%周年之
际，故居正式建立之前，虹口区团委首先开
展了“各界青年瞻仰李白烈士故居仪式”，进
行了挂牌。当时的挂牌材质很简单，是在房
管所找来一块 )*厘米左右的木板，漆上白
漆，木牌名由一名团员书法爱好者王九华题
写。一年后的 %月 &+日，由虹口区青少年自
愿集资捐建的李白烈士浮雕落成，浮雕以电
波和宝塔山为背景，突出表现了李白烈士的
光辉形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吴邦国等
在浮雕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同年 ,,月 ,(

日，“李白烈士故居”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当
时还居住着三户居民。怎么供后人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在虹口区政府的牵头下，我先
后联系了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上海市邮电
管理局，分别得到了时任局长丁升烈、徐志
超的大力支持。经商议，由上述三家单位联
合出资动迁三户居民，恢复并建立“李白烈
士故居纪念馆”。
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是，三户居民

对重建李白烈士故居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
热情，他们说自己也是看着《永不消逝的电
波》成长的，居然不知不觉在这光荣的地方
住了三十多年，真是无比自豪。据说这三户
居民都有亲人在解放前参加过革命工作，所
以都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在得到住户
的支持后，我的干劲更足了，不到一年时间，
修缮一新的“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正式建
成了。材质上乘的柳安木上镌刻由陈云同志
亲自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六个金光闪闪
的大字。,"+'年 %月 )日，值李白烈士牺牲
(+周年纪念日，“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正
式建立并迎来了首批参观者。如今，“李白烈
士故居纪念馆”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 $**来平方
米的三层楼房接待过来自本市和全国各地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观者 (*万人次。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李白同志离

开我们已 )%年了，裘慧英同志也去世 -.

年了。今天，我们过着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这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
应好好珍惜它，学习和继承烈士们的精神，
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 ! !裘妈妈流下了泪
通过居委及派出所的帮助，我很快联系

到了李白烈士遗孀裘慧英女士。由于十年浩
劫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政策未全面落
实，当时裘女士尚未被好好安置，只是居住
在虹口区四平路邮电新村的老式公房里。
前去拜访之前，我认为烈士的家总有

些不同寻常之处，拜访后才发现裘慧英的
家再普通不过，虽然在邮电局工作，但裘女
士家连一台电话机都没有安装，过着平凡
简单的生活。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简朴
而亲切：矮小的身材，留着传统的齐耳短
发，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

我开门见山向裘慧英表明了来意，希
望能够得到她的支持。裘慧英听后，急忙放
下手中正在为孙子打的毛衣，关掉了收音
机，激动地向我回忆起了当时李白烈士的
工作生活，直至最后被捕的情景……
她从五斗橱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了用绒

布包裹好的李白烈士牺牲前从监狱内托人
写给她和儿子的信。顿时，我感觉空气凝固
了，我真不敢用手去接这沉甸甸发黄的“宝
贝”，生怕弄破。我粗粗地看了一下，落款处
写着“静安”两个字，我怕我看错了，刚要开
口问裘女士，她不愧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马
上看出了我的疑惑，她说道：“哦，当时隐蔽
在地下工作的同志都不能用真名的。”
接着，裘慧英又讲起了李白被捕时她

也被带到了警备司令部，她和李白被分别
关在隔壁两个房间进行严刑拷打，只听见
隔壁李白的惨叫声，自己的痛都不知道了。
后来一个女特务把她带到李白处看着他受
刑，想叫他这个“小姑娘”如实招来。裘慧英
看着李白“吃老虎凳”、“拔指甲”、“上电刑”
时，非常难受。李白昏死过去后，她对着敌

人大叫一声：“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
了”，敌人也把裘慧英打昏过去了。
上海刚解放时，她抱着儿子到处打听

李白下落的情形，报上所有刊登有烈士被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她都去找过，普
善山庄 ,**多位烈士里没有李白，虹桥路
'*多位烈士也没有李白，宋园 ,'位烈士
里仍然没有。最后，在蓬莱路警察局的一个
看守处得到了消息：%月 '日晚上，有一批
被捕共产党员被送到浦东去了。她马上赶
到浦东，一路上到处询问当地老百姓，最后
在离上海几十里路的杨思区戚家庙才找到
了 ,.名就义共产党员的遗体，她一眼就认
出了李白……此时，裘慧英已经说不下去
了，并流下了眼泪。
“裘妈妈……”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至此之后，直到 ,"".年 /月 /*日裘慧英
去世前，我一直亲切地称呼她为裘妈妈）。
当时我这个 .*多岁的小辈真不知道怎样
去安慰眼前这位革命老人，只能说：“您喝
口水，慢慢讲。”“哦，我还没给你倒水呢，
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记性。”我马上抢过
热水瓶，倒了两杯开水。
片刻，她缓缓地说还有人能够记起她

的先生李白，青年人要为他建纪念馆，这是
对她最好的安慰。最后，她又给我讲了一件
有趣的事，那是拍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时，饰演女主角的袁霞同志住在她家里
与她同吃同住，学着她的一举一动，到拍摄
时，裘妈妈自己则客串演“群众演员甲”，站
在女主角旁边当一个纺织女工。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已到了吃饭的时间

了，我只能告辞，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和裘妈
妈去黄渡路现场走访一下。裘妈妈让我再等
一下，拿出她和李白的合影，在背面处写上
“赠吴德胜同志”，并签了“裘慧英”姓名。

! ! !永不消逝的电波
坐落于上海虹口区黄渡路 ,*'

弄 ,%号的一幢红砖小楼，如今已挂
上了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
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牌匾，牌匾上
的六个大字金光熠熠。这栋老式建筑
并不怎么起眼，却又让人感觉到了她
的深邃和内涵，每天安静地迎接来
自全国各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各
界人士。
李白烈士是我党情报通讯战场

上的无名英雄。,"/'年，李白受党
中央指派，从延安来到上海建立秘
密电台。,"$+年 ,.月 /*日凌晨，
正当李白发送电报时，被国民党特
务查获，危急之中，他向延安党中央
发出“同志们，永别了！”这成为了李
白烈士最后悲壮的告别。被捕之后，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李白同志始终
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用生命捍卫党
中央，审讯没有任何结果。最终，特
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
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往浦东
戚家庙秘密杀害，当时，离上海解放
仅有 .*天。

,"%+ 年由李克农同志向党中
央提议以李白同志为原型拍摄了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深受
亿万观众喜爱的电影曾激励了一
代又一代人继承革命烈士遗志，为
新中国的建设献身。
可不知什么原因，李白烈士故

居这样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还被埋
没在上海一条普通的里弄里，而李
白烈士遗孀裘慧英女士和儿子李恒
胜还未被人们所知晓。

,"+/年年底，在虹口区委宣传
部，档案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
了虹口区不仅有鲁迅、茅盾、瞿秋白
等 /$处名人旧居，还有革命历史遗
址，如党的“四大”召开地、《永不消
逝的电波》原型李白烈士的居住工
作及被捕地，当时作为虹口区团委
宣传部长的我听闻这一席话后心里
便起了涟漪，有了自己的想法。于
是，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踪迹，建立
李白烈士故居供后人瞻仰就成了我
敬仰先烈的初衷。我主动向领导汇
报了我的想法，时任区文化局局长
张乐竺和团区委书记张永林对于我
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我便开
启了寻找李白烈士故居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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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0
日，是我国首个烈
士纪念日。我不禁
想起我与李白烈
士故居的一段难
忘的缘分……

! ! ! !小区附近有个综合型
菜市场，有一家专卖葱油
饼的摊位引起了我的注
意。每天从清晨六时起这
里总是围着一群人，从不
间断，有时还排起了长队，
而且已好几年了，还上了
上海电视台的“人气美
食”。我好奇：是什么原因
吸引了如此多的顾客，而
且天天如此呢？初夏的一
个晚上，我约年轻的摊主
在附近的一个茶室，谈谈
小小葱油饼背后的故事。
他告诉我，他叫李进，

熟悉的都叫他“阿进”。安
徽人，今年刚好三十岁。五
年前他来到上海想创业，
做什么没有方向，便到处
跑、打听。一天早上，他发
现，卖早点的摊位人很多，
其中葱油饼尤其吸引了他。葱油饼，在老家既
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吃过，于是就买了一个，
一吃，又香、又酥。特别是做饼的过程更是好
玩，一团面粉，一揉、一卷、一压成型，不到几
分钟，一块香气扑鼻的葱油饼就做成了。他足
足在旁看了个把小时，回到住处，久久难忘，
决定学着先试做一下。
看看挺简单，但如何配料加工不得而知。

凡是打听到有卖葱油饼的地方，就去看、品
尝。头两个月，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了
不知多少家卖葱油饼的地方，不知吃了多少
种味道的饼。有几次因为老是盯着人家看，还
招到了训斥和驱赶。最后在一位老乡的帮助
下，才了解到做葱油饼的一些基本知识，随后
租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创业之路。
聊到这里，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为什

么你不去做家乡特色点心，而去做根本不熟
悉的上海本土点心？”

阿进回答：“到了上海就要融入上海，这
叫入乡随俗嘛。”而且他发现，而今这些传统
特色点心却逐渐减少了，特别是价格低的东
西，做的人越来越少。上海人不做，只有我们
外地人来做了。
要做，就一定要原汁原味，保持老上海的

味道。刚开始半年中，由于缺乏经验，一会儿
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内芯生了、一会儿
外壳焦了，生意也一般般，一天卖不了几十
个，差一点半途而废。关键时候，儿子的创业
得到了父母亲的倾力相助，他们来到上海当
助手。结婚不久的媳妇也辞去工作来到了身
边。一家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和拌面团，剥
洗香葱，每锅六分钟，三分钟煎、三分钟烘，生
意再好，从不减少环节……
阿进的葱油饼越做越火红，现在每天一

千多个，仍供不应求。阿进说：“每天大约有一
两百人因买不到扫兴而去，但第二天仍会再
来。”我好奇问他，为什么有生意你不多做一
点呢？阿进笑着告诉我，这叫“控制总量，保证
质量”。做多了，和的面、葱和油酥第二天就不
新鲜了，味道就不对。宁可少做些，但味道永
远不变。哦！听了阿进的话，我知道所谓的“上
海味道”就在这里。
有了好的品质，诚心服务也很重要。阿进

的摊位离人行道要走上好几个台阶，每逢下
雨天，只要看到有年迈、走路不方便的老人，
阿进都会走出去搀扶一下。有一位老客户是
阿进葱油饼的“粉丝”。后来身体不好，行动不
便，阿进知道后，隔三差五地每次七时下班
后，将最后一锅三个热气腾腾的葱油饼送到
老人家里，一干就是一年多了。老人感谢万
分，与阿进成为忘年交。

结束交谈时，我问阿进，做了五年的“葱
油饼”，每天 ,.个小时工作，累不累，是否想
做做其他？阿进说：“与我同龄的老乡在上海
做房产、物流、装潢、汽车销售都有，既体面，
收入也不少。但是五年来我对葱油饼已有感
情了。一是创业一路走来不容易、要珍惜，二
是每天见到这么多熟悉热情的顾客觉得很温
暖、很开心。电视台两次上门来采访，我有了
小小的成就感，再苦再累也心满意足了！”
面对这个年轻人，我心里由衷感到钦佩

和感慨。社会需要成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白
领，同时也需要千万个像阿进那样的默默无
闻地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服务的外来务工
者，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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