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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一颗子弹与

! ! ! ! ! ! ! ! ! ! ! !"#与敌人斗智斗勇

!月 "#日晚，$%团参谋长赵伯华率 &个
连队，从武进焦溪出发，围歼位于无锡玉祁镇
北张巷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高杏宝部。激
战至下半夜，赵伯华率部撤出战斗时，不幸中
弹牺牲，时年 '(岁。!月 %)日，$$团组织股
长黄之平率领 %个连，在徐市陆岗桥遭日伪
军袭击，黄之平掩护部队渡河突围，日军一个
小队长冲上前来企图将其活捉，黄之平拉响
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月中旬某日，$$团 )连指导员林家春、
副指导员颜求真各带 %个组，于午夜先后到
达苏州县唐市儒浜附近村庄宿营，天明时日
军分乘两艘汽艇从东西两侧实施包围，指战
员虽经顽强抵抗，终因陷于水田行动不便，副
指导员颜求真等 !人当场牺牲于敌人机枪扫
射和刺刀杀戮之下，指导员林家春冲到一座
桥上进行抵抗，见敌已布满河岸，突围无望，
即饮弹自尽。

!月 *+日左右，$$团 ,连连长赵来发率
%%人的战斗小组，在常熟梅北区八字桥一带遭
敌包围，突围中，赵来发和梅北区副区长张平
等 )人壮烈牺牲。!月 **日，%++余名伪军及
“清乡”警察对常熟吴里区进行拉网搜剿，隐蔽
在这一地区的太仓县委书记杨子清、吴里区区
政督导员唐绍裘、区委组织委员张汉章、常熟
县交通站站长杨子欣等 $人，在突围时先后牺
牲。此外，原“江抗”*路副司令员、警卫 %团参
谋长陈震寰，常熟县副县长吴宗馨，苏州县抗
中主席徐青萍，苏常太经委会主任姚熙等县团
级干部，分别在突围和被捕后牺牲。

$$团政治处主任钟发宗回忆，当年 !月
中旬，他带的两个班遭到敌人突然袭击，%++
多个日寇冲到眼前他们才发觉。经过一场恶
战，他带组织股长和两个通信员、一个警卫员
突围，结果，组织股长和两个通信员都被打
死，警卫员被敌抓去，他一连过了 -条河，才
摆脱日寇追击。

"(&"年 (月 .)日，新四军 )师江南东路

保安司令部警卫 /团政治委员曹
德辉，率部重返苏南澄锡虞地区参
加反“清乡”斗争，在沙洲后塍与徐
家高桥之间组织拆除竹篱笆，突破
日伪封锁网，随后在强渡横套河
时，被激流冲走，不幸殉难。

同日，警卫 "团参谋长陈新一，在云亭马
家村遭 .++多日伪军袭击，英勇牺牲。
日伪 "(&"年 !月至 (月实施的“清乡”，

是 "(0!年 %%月日寇对苏常太地区大举侵犯
和烧杀掳掠以来，该地区蒙受的第二次重大
牺牲和损失。面对穷凶极恶敌人的种种暴行，
苏常太地区人民群众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挺身而出与敌人斗智斗勇，保护了一批党政
军干部。苏州县委书记冯二郎、常熟县委书记
杨增、常熟梅北区委组织委员杨敏等，就是依
靠人民群众掩护，躲过了日伪一次又一次拉
网搜捕，险渡难关。人民群众将党政军年轻女
同志乔装成女儿、媳妇，以外出烧香为由送往
外地，男同志则假扮成兄弟、儿子，以治病名
义送往上海等地。“清乡”中，常熟淼泉湖泾党
支部，机智勇敢地将隐藏在湖泾的 .+多名新
四军伤病员，分批安全转移出“清乡”区，该支
部 !名党员被捕，受尽酷刑坚不吐实，无一变
节。在当地可靠群众带领下，张英、薛惠民、钟
发宗等领导同志和 .++多名指战员及地方干
部，先后分作 !批突破封锁线，夜渡福山塘，
安全到达新四军 )师师部，与主力部队会合。

%(&%年 ,月 %0日和 %&日，新四军军部
对东路反“清乡”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日伪对
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师各旅团
要以分区转移对付“清乡”为指导原则。要在
“清乡”区内布置秘密工作人员，打入敌人内
部进行隐蔽的斗争。在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日
伪多措并举综合“清乡”对抗日军民造成很大
威胁的情况下，谭震林组织新四军 )师、江南
区党委及东路特委，及时总结苏常太地区反
“清乡”斗争经验教训，遵照上级指示部署澄
锡虞地区反“清乡”斗争。%,旅坚持敌变我
变，迅速安置伤病员，旅部和 $0团、$&团果
断西移跳到外线作战。正如陈毅 %(&.年 .月
.0日在《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中所说：“我
借此可以开展新区，以我之所得，偿我之所
失，使敌得于此而失于彼，两两相较，仍为我
之成功，敌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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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在开放中实现开发

一个原先滨海临江的小县城，一跃而成
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优势就在于
海港和码头，紧紧依托这种地缘的优势，吸
引各地商帮到上海聚合：航运业遂成为上海
的一大支柱产业；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
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
五方杂处”。

原先默默无闻的上海县因其独
特的地缘优势，把市面做大了。专攻
上海史和上海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周
武这样说道：“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
自然很多，但追本溯源，最根本的有
两条：一是高度开放，二是大规模吸
纳八方移民。这两条互为表里，相辅
相成，构成海纳百川的一体两面。”开
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
吸引力：对腰缠万贯的资本大亨来
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
纨绔子弟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
和销金窟；对逃荒要饭找活路的谋生
者来说，上海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
对追求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人来说，上
海可以给各路英雄豪杰施展抱负与才华有用
武之地……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
者、冒险家、躲债人、亡命客、寻找出路者、有
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贫汉、遗老遗少、政
客小吏、三教九流、流氓、地痞各色人等，怀抱
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移民上海。在他们
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
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
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股
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
家园，推向上海。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蜂
拥而至，一方面给开发中的上海带来了必不
可少的资本、劳动力和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又
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这种聚合，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裂变，生
活在这样的时空中的上海人比较见多识广，较
易形成一种眼界开阔的开放心态。嘉庆年间，
上海县城东门外已有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所
聚集之地称洋行街。当时的上海已有“小广东”
之称，“洋行聚集，有洋商四家半”，县城外的黄
浦江已为洋货驳船停泊之所。随着对外贸易的
发展，外国的银洋在上海亦日渐流通，出现了

“以洋来者为贵”的崇洋风气，所谓“世俗物用
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
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
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在上海的发展历
程中，上海从来不想囿闭自己，上海始终是敞
开自己的大门，在开放中实现开发，又在开发
中迎来更大的开放，并在更大的开放中带来更
进一步的开发。由开放带动开发，这确实是上

海与江南其他府县特别是内地府县
最大的不同之所在。

各地商帮乃至各国冒险家在上
海聚合，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上海
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商业前景和相
对安全的制度环境，是上海广阔的
就业空间，是大上海的洋派与繁华，
舒适与便利……一句话，是选择上
海的独特魅力和内在气质。

明清时期，不仅从事商业贸易
活动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市场也
比之以往更加活跃。此外，明清时代
人口的激增造成了许多省份出现了
人多地少的状况，遇到天灾人祸，农
民的生活境况就相当悲惨，迫于生

计，人们开始摒弃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观
念，许多人纷纷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特别
是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
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个时候在中国南北各
地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这些商业
集团要壮大商业资本，增加竞争力，大抵以家
族和同乡作为兴起的纽带和背景，形成商业
活动的网络，以便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实现
共赢，合理地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明清之
际闻名遐迩的“晋商”“徽商”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应运而生的。晚近许多会馆公所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
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曾经坐落于南市会馆街 0,号的商船会
馆，是南市最大的会馆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
一座会馆；它又是在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同乡
同业公所；是上海开埠前航运业十分发达的
实物例证。因何设立会馆？由于船商们为了争
揽业务而竞相压价，引起矛盾，甚至互相械
斗，加上外籍船只纷纷驶入上海，抢夺生意。
为了调解同业间的纠纷，确保同业“肥水不流
外人田”，船商会馆就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