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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不屈的上海

! ! ! !今年 !月初夏的一天，原上海广播事
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上海著名的新闻人邹
凡扬逝世。关于抗战期间这位中共优秀党
员的传奇，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在热播谍战剧《潜伏》中的余则成、《悬
崖》中的周乙等原型身上，都可以看到邹凡
扬的影子。解放前，他在当时上海新闻界一
身三任，名噪一时，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控制的《新夜报》的首席记者、三青团办的
大光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又是中统办的
《中联社》总编辑。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实
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直到 "#$#年 %月 &%

日，邹凡扬只身闯进了国民党的上海电台，
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
市区，大上海解放了' ”这则新闻，向全上海
市民广播。

然而，邹老晚年回想起最多的并非这
段潜伏生涯，而是作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
抗战经历。邹凡扬，也是一名抗战老兵。

少年血书染墙誓杀倭寇
邹凡扬出生沈阳，父亲原是本溪湖煤

矿公司工程师。#·"(事变日军强占东三省，
父亲失去了工作，带着邹凡扬返回上海。离
开沈阳时，父亲取了沈阳的一斤土，为年幼
的邹凡扬改名沈圻，嘱咐他牢记“收复失
地，洗雪国耻”。这件事，在邹凡扬心中扎下
深深的情结。(·)*淞沪会战，邹凡扬在浦东
高桥的房子被日军轰炸，来到表姐居住的
横沔镇居所避难。一天，说到日寇罪行时，
他义愤填膺，当即割破手指，以鲜血书写
“热血青年”四字于墙，誓言驱除倭寇。

此后，邹凡扬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在
当时的孤岛上海，他参加了学生界抗日救
亡协会，才 )%岁的他反对学校向汪伪政府
登记，反对亲日派教师，发动了罢课抗议。
)#*#年 )+月，时年 "!岁的邹凡扬加入中
国共产党，当时他才读初二，后来，高一时

他任学生会主席。邹凡扬积极、活跃、口才
好，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引起汪伪敌特的注
意。"#,&年，日军进占租界，邹凡扬被日军
司令部列入抓捕黑名单，党组织决定把他
转移到新四军华中局盐阜地委，任指导员。

亲历中共抗战敌后游击战
刚刚抵达盐阜地区，邹凡扬便遭遇了日

军的一次大扫荡。日军当时首先攻击的是国
民党韩德勤部。韩德勤的部队溃败进入了中
共根据地。邹凡扬所在的板西乡，被国民党
军队占领。韩德勤的部队要粮要草，杀鸡宰
猪，激起民愤。邹凡扬以新四军指导员的身
份出面交涉，他对国民党军的一名营长说：
“新四军讲究群众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
线，你们这样的军风军纪，老百姓看在眼里，
有个比较。现在大敌当前，你得罪了老百姓，
还能站住脚吗？”那名国军营长无言以对。

后来，邹凡扬又奉命向国民党军的一
名师长传递日军情报，并告诉这名王师长，
根据地将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韩部通过，
经安徽西到达国民党的大后方。和邹凡扬

同行的一名中共代表对王师长说，新四军
部队已经分散为班排，完全隐藏在群众中
间，敌人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像你内部这样
集中在一起，又不讲群众纪律，只能暴露挨
打。王师长当时苦笑，他的部队如果分散
了，便收拢不起来。果然，王师长的部队在
撤退时一路溃散，到了重庆，他成了光杆司
令。这件事，让邹凡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在
抗战中的作用，依靠群众，进行全面游击
战，才能拖住强敌，而国民党片面抗战没有
得到群众支持，只能是一败再败。

经历打狗事件和拆除炸弹
扫荡和反扫荡历时数月之久。为了夜

里不断地骚扰敌人，邹凡扬几个月睡不上
一个囫囵觉。他回忆，当时自己一身虱子一
身疮，小腿还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还扛
着一支步枪奔波。

反扫荡时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苏北
地区农村家家户户养一条狗，狗通人性。日
军长途奔袭，狗子一路狂叫，预先警报，这
在大扫荡初期对我方有利。但到了反攻阶

段，我军的行动狗子也叫，使敌人警觉，则
对我不利。于是根据地里有人主张杀狗，领
导作了统一布置，各家要杀自家的狗。邹凡
扬住在当地一名村支书家，支书和他一起
准备动手杀狗，却始终下不了手。邹凡扬后
来回忆说，“打狗改变了狗性，但终究伤了
人心。”

日军在大扫荡时还出动飞机轰炸，在
益林镇丟下几颗炸弹，有一颗穿过屋顶埋
入泥地，一个胆大的民兵刨出炸弹抱回家
里，家人邻里大哗。邹凡扬找到那名民兵表
扬他大胆勇敢，劝他把炸弹放到郊外壕沟，
自己亲手取出引信，露出了其中黄色的炸
药。邹凡扬用了学校所学的化学知识，告诉
那名民兵，炸弹没有引信，不会爆炸。随后，
邹凡扬又在益林召开群众大会，把炸弹壳、
引信、,-多斤黄色炸药一一展出，深入浅出
地讲解如何从没有爆炸的炸弹中取出引信。

潜回准备新四军接收上海
"#,,年，邹凡扬调入新四军城工部，奉

命潜回上海，负责接收的前期工作和交通
联络工作。

两年多没有回家了。邹凡扬回到浦东
高桥的老家，一推开门，正煮晚饭的白发老
母见到儿子一脸惊喜，向他述说父亲失业
等家庭变故。邹凡扬是个孝子，如今国难当
头忠孝不能两全，只能把抚养父母的责任
交付兄姐，自己则满脑子考虑的是可利用
的关系，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终于，他找
到了一个做通讯器材的“生意”，工作开展
得相当顺利。正当他回到苏北述职的时候，
"#,%年 (月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新
四军原定“里应外合，夺取上海”的战略目
标改变了，邹凡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赶回
上海潜伏，他的抗战生涯圆满画上了句号。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依靠群众开展敌后抗战
!!!老同志邹凡扬的抗战传奇

! ! ! !了解抗日战争史的读者一定对“驼峰
航线”并不陌生。它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
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 "#,.年，终于
二战结束，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
贡献。“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
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
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
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
长 %--英里，地势海拔均在 ,%--/%%--米上
下，最高海拔达 0---米，因为山峰起伏连
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这条航线也被称作“死亡航线”，是世界战争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
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中美两国共损失飞
机 !--多架，牺牲飞行员 .---多名。

在驼峰航线牺牲的众多飞行员中有一
名崇明籍飞行员，名叫龚式忠。0-多年过去
了，他的后人仍生活在崇明庙镇，通过寻访
龚式忠后人，我们得以了解 0-多年前的那
段峥嵘岁月。

英雄魂断他乡
龚式忠，生于 1#"*年，庙镇庙西村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兄弟四人均学有所成。龚
式忠毕业于中华无线电学校第二届高级
班，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和英语、俄语等多国
语言。抗战爆发，年轻的龚式忠和无数热血
青年一样，投笔从戎，他凭着自身无线电技
术和语言优势成了一名空军报务员。战争
年代，远离家乡和亲人，龚式忠只能将自己
的照片寄给亲人，并在照片背面写下两句
诗寄托思念：问君何所思，问君何所忆。

"#,*年 ".月 "(日，龚式忠与其他两

名机组人员（机长和副驾驶均为美国人）驾
驶中航 (*号 2/,0运输机最后一次在驼峰
航线执行空中运输任务。.--%年出版的长
篇纪实文学《驼峰航线》根据多位机场地面
人员的回忆记录了当天的场景：那天雾太
大了，看不见跑道，飞机只能在机场上空盘
旋，他们想找个云缝下来……在航线上，他
们已经受到了日本零式机的追杀，幸亏及
时摆脱，钻入云中……突然听到轰隆一声，
只觉得天塌了下来，山崩地裂，飞机撞上了
山峰，燃起的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整个宜
宾城都能看见。那火直到晚上才熄灭，现场
连一个囫囵点都没有，都是烧焦了的碎条
条，东一块、西一块，还有挂在树枝上的，红
鲜鲜的。他们原本早可以跳伞，但就是珍惜
满载的那些汽油，历经磨难才把油运到这
里，再让他们跳伞谁舍得啊……

不知父亲英雄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北麓王家湾，有一

座始建于 1#*. 年、1##% 年重建的航空烈
士墓。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书“抗日航空烈
士纪念碑”，碑上镌刻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的 **-!名航空烈士英名，其中就有龚式忠
的名字。

但由于种种原因，龚式忠的亲人们却

在近 0-年的时间里并不知道他是为抗日
而捐躯。龚式忠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
从小只听大人们说起父亲在中国航空公司
工作，后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别的信息却一
概不知。龚式忠去世时，女儿龚萍只有 *

岁，她说，除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家中也没
有留下任何父亲的遗物。英雄被湮没在了
历史长河里。

直到 .-11年，崇明档案馆工作人员徐
兵在资料上无意间看到了南京航空烈士墓
中有崇明人龚式忠的名字和介绍，他萌生
了要找到龚家后人了解史实的念头。徐兵
查阅了许多资料，最终从档案馆里的一份
民国报纸上查出龚氏家族为崇明庙镇人，
随后他又去到庙镇各村逐一探访，终于在
庙西村找到了龚萍。听徐兵讲述父亲的生
前事迹，已是古稀之年的龚萍一下子愣住
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是一名
抗日英雄。

迟到的烈士证
自得知南京航空烈士墓刻有父亲名字

起，龚萍一家每年清明节都要去南京祭奠，
女儿、儿子、孙子、外孙女常全家一起出动，他
们在刻有龚式忠名字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

在徐兵的建议和全家人的支持下，龚

萍开始了为父亲申报抗日烈士之路。龚萍
说，她都 0-多岁了，为父亲申报烈士，既不
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纪念父亲，让小辈
们记住家族的这段历史。

要申报烈士，必须由直系亲属提供详
细的材料，可除了几张泛黄的老照片，龚萍
手中并没有任何有关父亲的材料。于是全
家人都被动员起来，从各种资料和档案上
收集与龚式忠有关的只言片语。每当找到
与父亲有关的内容时，龚萍都会戴上老花
镜，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这些内容含糊不
清，哪怕这些信息她早已知晓，“龚式忠，上
海崇明人，1#,*年 1.月 1(日，载着供应作
战的汽油，飞越驼峰航线时不幸牺牲……”
读着读着，龚萍的眼泪掉了下来。

历经三年多的努力，今年年初，有关部
门终于将龚式忠的烈士证明书送到了龚萍
家中。龚萍仔细地端详着父亲的烈士证明
书，小心翼翼地将它装裱进相框里，然后擦
拭了一遍又一遍。

据说，如今只要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
里，沿着当年的驼峰航线飞行，会看到白雪
皑皑的峡谷间闪烁着晶莹的亮点，这就是
当年坠毁飞机残片反射所致。这里长眠着
龚式忠和他的战友们。
本报记者 陈浩 本报通讯员 丁沈凯

抗日航空烈士龚式忠 !"年后终获烈士证明书

驼峰航线上的崇明男儿

! 邹凡扬祖父邹鹤田七十大寿时的全家合影
（1#*,年 11月摄于上海）

" 邹凡扬 张循 摄于 .-1-年 1-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