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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惊险复杂的谍战
中，曾经涌现出许多传奇
式的英雄人物。几十年来
一直默默无闻的罗柳溪，
就是其中的一位。

罗柳溪：谍战中的传奇英雄（1）
" 王征明

投笔从戎
跟随远征军激战怒江

!"!#年罗柳溪出生于重庆的一
个医生家庭。父亲罗子昌与德国人合
作创办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并开业
行医，稍后又开设格致西药房。母亲
出身农民家庭，自学文化主持家务，
又兼药房制药师。父亲先后娶了两个
小妾，从此家庭吵闹不休，最后父亲抛
弃家庭一走了之。母亲以体弱多病之
躯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已很艰难，不幸
又遭火灾，多年经营的药房付诸一
炬。母亲只得领着子女!$人苦苦支
撑，!"%$年在贫病煎熬下离开人世。
幼年孤苦无依的罗柳溪曾到宜

昌大姐夫开的绸缎店里当过学徒。
大姐夫是个势利商人，罗柳溪小小
年纪就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后来在二哥的帮助下读完小学，二
哥竟又不幸病逝。二姐嫁给贵州军
阀手下的张蔚彬。!"%&年，张任湖南
军阀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二姐任
秘书。罗柳溪寒暑假均去南京，二姐
一家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家相
熟，他因而认识了吕超的儿子吕蔚
华和吕一峰（吕超弟弟）的儿子吕美
华。后来他们同在海军学校学习，成
了莫逆之交。

'"%(年(月初，罗柳溪投考南京
中央大学时，抗日战争爆发，罗柳溪
热血沸腾，立即改为报考陆、海、空
军官学校，先后收到三校的录取通
知。他虽向往空军，但杭州的空校正
在撤退，只有海军电雷学校（鱼雷快
艇专业）"月份可到江阴报到，于是
他到该校报到了。)!月间，海军电雷
学校奉命撤退江西。到达湖口时，耳
闻南京沦陷的噩耗，日寇入城时进

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罗为之震
惊，发誓以身报国，雪此血海深仇。

!"%*年武汉保卫战失利后，电雷
学校撤销，学员并入海军学校，后又
入黄埔军校第)(期受训。)"&)年德
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盟军成立中
印缅战区，蒋介石任总司令，史迪威
中将任参谋长，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奔赴滇缅前线。罗卓英任远征军司
令，肖毅肃任参谋长，罗柳溪在参谋
处任参谋，旋调任肖毅肃的侍从参
谋。)"&&年春，远征军强渡怒江反攻
作战，战斗酷烈，双方伤亡重大。)"&+
年)月胜利结束远征任务，收复滇印
边陲大片失地。罗柳溪在前线日日
夜夜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多次获
得长官部表扬，并被授予光华勋章。
远征军结束后，国民党成立中

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任总司令，
卫立煌任副总司令，肖毅肃任参谋
长，罗柳溪任少校参谋，仍任肖毅肃
的侍从参谋。就在他制定反攻中国
南方的作战任务时，)"&+年*月)+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内心苦闷
“吕老”给他指点光明路

)"&+年"月)日，罗柳溪随陆总
从湖南芷江飞抵南京。飞机在上空
盘旋时，他眼见紫金山下雄伟的中
山陵宁静依旧，充满胜利归来的喜
悦，但*年前告别南京时，全城一片
火海的惨状又在脑海中浮现，不禁
感慨万千。他隐约感到凯歌声中隐
藏着内战的危机，国将永无宁日，前
景令人忧虑。
从芷江来南京时，罗柳溪曾与

吕蔚华商议，到南京后要设法找到
吕美华在南京的父亲吕一峰一家。

回南京不久，吕蔚华看到一册旧杂志
上有吕一峰写的一篇文章，于是通过
这家杂志社找到了吕一峰家。当吕蔚
华带着罗柳溪见到叔叔一家人，讲起
八年战火离乱的情景，彼此惊喜交
集。此时吕一峰老人刚刚病愈出院，
美发长髯，一派学者风度。吕家为两
位青年远征军官举办了欢迎宴会。
吕老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留学回
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以后与
邓演达在一起工作，“九一八”后在
京沪做救亡工作。京沪沦陷后，在上
海曾被挟持参加汪伪工作，在大学
任教和写文章呼吁统一救国。
吕老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希

望重庆谈判能够成功，使抗战胜利
后的中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罗柳溪则直言相告，幸福的生活老
百姓都渴望，可是现实是非打不可
了。吕老问为何坚持要打，罗坦率回

答乃最高统帅决策，其目的就是国民
党必须专政，决不能让共产党分庭抗
礼。重庆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本来是合
作建国的幸事，但实际上不过是蒋
介石欺骗社会舆论和缓兵之计，国
军已向西北挺进作战，看来内战已
成定局了。吕老听后忧心忡忡地摇
头叹息。双方颇感投契。在罗柳溪眼
中，吕老诚恳待人，心地善良，是一位
可资信赖的长辈；在吕老眼中，这位
英俊青年，颇有抱负，是一位具有优
秀素质的好苗苗，顿生爱怜之心。
吕一峰也是位传奇人物，他出

身于川南宜宾的望族。四哥吕超
)"),年参加同盟会，把自己读过的
禁书源源寄给读初中的弟弟吕一
峰。)")%年，吕的两个哥哥皆因反袁
被捕，吕一峰参加讨袁护国运动，任
第一梯团警卫营营长，直打到袁世
凯垮台丧命。继而靖国之役，吕一峰
在四川靖国军第一纵队司令吕超指
挥下连续作战，任靖国军第五师监
印官。)")*年进京到北京大学预科
学习，)")"年参加声讨北洋政府交
通部长曹汝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年为反对滇黔军武力入川，上
书孙中山，得孙亲笔回信。!".,年赴
美留学，为国民党在美洲的机关报
《醒华日报》撰写评论。)".+年孙中
山逝世，回川办川南中山学校，聘请
大量共产党员执教。)".(年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参与组建第三
党，任四川省常委，曾到上海向邓演
达汇报工作。)"%%年，与宜宾同乡阳
翰笙、何成湘成为密友。同年，中共
南京地下党接受其申请，为特别党
员，属中央特科领导。

)"&+年"月的一天晚上，吕蔚华
告诉罗柳溪，今天叔叔（吕一峰）同

他谈了很久，原来叔叔早已参加了
共产党，是党派他打入汪伪工作的，
这件事他父亲（吕超）也不知道。吕
老表示对他俩印象很好，因此大胆
说明真情，对他俩寄以希望，要他们
慎重考虑。罗柳溪为吕老这种冒着
风险、坦诚相见的信任而感动，从而
理解了过去吕老被国民政府安排做
重庆四川大学校长而久不回川，以
后又忍辱负重为革命当了“汉奸”。
这种献身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
经过一宿的思索，罗柳溪告诉

吕蔚华：“已经考虑好了，坚决去
干。”接着约好与吕老见面深谈。吕老
对罗柳溪深表嘉勉，并进一步对他进
行了参加革命以及从事秘密工作的
基本素质教育，随即给罗柳溪交代了
两项任务：一、尽力搜集军事情报，由
吕老的二女儿吕岱擎（当时不满)*

岁，在南京上大学）记录和抄写，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由吕岱擎与罗
柳溪联系。二、设法掩护吕老（当时
正在清查汉奸）和联络点的安全。
罗柳溪找了陆军总司令部调查

室主任阮更生（罗在滇西就熟识的
朋友），说明他的亲戚吕一峰原是孙
中山总理的追随者，大学教授，参军
长吕超的弟弟，上海沦陷后因家庭
子女关系未能出走，被汪伪挟持到
南京，不得已担任监察委员，后因他
写文章反对汪伪卖国腐败而被撤职
等情况。阮更生后来确为吕一峰解
脱“汉奸问题”帮了不少忙。
接着，吕老以罗柳溪名义在鼓

楼租下一栋双单元二层楼房，两家
合住。潘汉年、扬帆、范长江、卢伯明
还有民主人士陈铭枢（吕一峰参与
福建事变时的好友）、唐中元、唐万
延等人，都在这栋楼房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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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于玲在江阴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建
立了抗日武装，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也很
有起色，因此成为“忠义救国军”的肉中刺、眼
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玲带一副近视眼镜，“暗杀党”寻隙行

凶时，误把戴眼镜的祝塘民运工作队队长、上
海姑娘林杰当作于玲，在陆桥陈家坝残忍杀
害后匆匆逃离。那一年，林杰刚满 )*岁。林杰
牺牲后，当地盛传于玲被杀。但很快“暗杀党”
发现，于玲并未死，对她更是恨之入骨，处心
积虑要刺杀她。
刺客重返祝塘并盯住于玲时，两人正隔

着一条河。凶手迫不及待拔枪射击，由于距离
较远，手枪打高，子弹从于玲头上飞过去了。
十分熟悉当地地形的于玲飞身躲避。刺客袭
击于玲失手，恼怒间对准陆桥职工工会负责
人陆掌福开枪，但恰巧子弹卡壳，未能打响。
穷凶极恶的刺客接着奔过来，抽刀向陆掌福
砍去，陆掌福徒手与他搏斗，负了重伤。
“暗杀党”的罪恶行径和疯狂冒险，激起了

东路地区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江抗”常备队
迅速开赴陆家桥，紧紧依靠当地群众，撒下了
搜捕“暗杀党”的天罗地网。于玲把大张旗鼓镇
压“暗杀党”与智取巧攻结合起来，从 "月起，
就布置在祝塘华士家庭袜厂工作的共产党人
龚吉义，伺机接近“暗杀党”。龚吉义受领任务
后，设法取得了“暗杀党”头目包福衔的信任，
及时把获取的情报送到“江抗”东路指挥部。当
获悉“暗杀党”大队长毛耀南携情妇从华士乘
船去无锡时，龚吉义从陆路抢先赶到祝塘，向
于玲报告了这一重要信息。于玲火速部署力
量，当船经祝塘时，预置在这里的祝塘常备队
一举将毛耀南擒获，接着押送到东路特委书记
吴仲超处，随后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宣判，将罪
大恶极的“暗杀党”魁首公开处决，有力打击了
包汉生“暗杀党”的嚣张气焰。
根据“江抗”的安排，部队官兵将计就计，

见机行事，机智灵活地打击“暗杀党”的恐怖

破坏活动。)"&)年 .月，“江抗”
一位女战士在北漍镇发现一个行
踪诡秘的女人，就主动与其接近。
这个女人借机引诱女战士逃离“江
抗”。女战士将计就计，将其带到附
近的“江抗”行政机关，经审问，原

来该女是“暗杀党”的一名眼线。“江抗”顺藤摸
瓜，捕获了数名潜藏在北漍地区的暗杀党徒。
此后不久，蔡炳南等 %名“江抗”侦察员，在顾
山镇一家茶馆发现了以大队长韦文华为首的
%名暗杀党徒。为避免当场抓捕误伤群众，蔡炳
南等人耐心等待时机。当发现韦文华示意两名
暗杀党徒把伸手要钱的乞丐引向僻静处时，蔡
炳南 %人悄悄尾随，乘歹徒企图用绳子勒死乞
丐之际，拔枪将两人击毙，尔后与乞丐一起返
回茶馆，顺利抓获韦文华并将其押回。经公审
大会宣判，韦文华被当场处决。
“忠义救国军”在派出“暗杀党”的同时，

还派出一些“三青团”骨干打入东路根据地机
关和抗日武装组织。)"&)年 &月，于玲在璜
马区检查工作，刚到区的那天，两个“三青团”
员就鬼鬼祟祟溜走了。这引起了于玲的警觉。
璜马区常备队是伪和平军一个姓高的人带过
来的，背景复杂，底数不清。于玲当晚没有按
时就寝，而是警惕地观察着动静。午夜时分，
“忠义救国军”果然悄悄摸了过来。于玲立即
把预有准备的机关和部队拉走，使敌人扑了
个空。随后，东路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派璜马
区委女书记徐子敏带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缴了璜马区常备队的械。经审查，常备
队绝大部分队员是好的，但其中个别“三青
团”员确实是坏人。于玲当即对内奸作了处
理，纯洁了队伍。鉴于徐子敏已经暴露，为安
全计，东路特委把她调离璜马区，安排到祝文
区任区委书记。

)"&)年 +月，于玲被送到华中党校学习。
后因任苏中军区第 .军分区副司令员的丈夫
乔信明两腿瘫痪，华中局委派她送乔信明去
上海治病。她节衣缩食，艰苦度日，机智规避
和摆脱一切危险，还受命独自一人去根据地
取经费。她一面照顾双腿瘫痪的乔信明，一面
积极工作和学习，先后到黄花塘泥沛区委帮
助工作，到苏中党校学习。在华东野战军总留
守处，她提出了创办子弟学校的建议，并担任
了子弟学校副校长，倾注心血培育革命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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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也即 )"世纪下半
叶，上海展示给世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洋货充
斥，洋气氤氲；就是上海“真奇妙”，时人留下
的“竹枝词”中，着墨最多的就是对种种西物
西事的勾勒与描绘：“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
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
五更。”“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
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彩照万家。”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
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
电灯、电话、自来水，这类闻所未闻、见
所未见的舶来品，令人刮目相看。洋房
高耸，街道宽敞，车水马龙，摩肩接踵，
更体现在消费、娱乐方面，商店林立，
货物山积，餐馆、茶馆、烟馆、赌馆、妓
馆、戏馆、书馆和花园，七馆一园，争奇
斗艳。最初点的是煤油灯，六角玻璃壳
为罩或挂高处，或置铁柱之上。

)*/+年，中国最早的煤气公司之
一在上海设立，租界马路都以煤气灯照
明，俗称自来火，又因其管道从地下通
出，亦称地火。当时私人用户很少，主要
用于街道店铺照明。包天笑回忆说：“许多店街
点自来火，讲究在煤气管子头上加一纱罩”，但
当时一般人家中的照明，还是用蜡烛与油盏。
直到光绪年间，洋油（煤油）进口大增，“于是，
上而缙绅之家，下至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
（油）灯”。未几，上海租界已开始出现电灯，因
其“大过足球，去地三丈余……白光四射”，人
称“赛月亮”。租界内整洁有序的市容，先进完
善的设施，严格科学的管理，无不反映了西方
近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它对刺激上
海人变革民居建筑和居住环境，改良生活方式
和文化习俗具有特殊的意义。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西方人过洋节的
习俗也逐渐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时尚，使上海
这座都市时时、处处弥散和浸润着浓郁的洋
场风情。华洋杂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语
言不通，特别是外国商人、海员、旅游者初来
乍到，由于不谙华语，难免有寸步难行、一事
无成之虞。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游手好闲、
又略习英语的人，充当翻译和导游的角色，从
中索取报酬，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名曰“露
天通事”。“通事”者，即翻译也。当时，有一首

《上海市景词》描述此类人曰：“通事何因唤露
天，能知西语少人延。沿街代达洋商意，买卖
成交略取钱。”它说明在近代上海最先运用洋
泾浜英语与西方人进行交际的，是那些文化
层次不高，经常在街头接揽西人生意的“露天
通事”。“露天通事”未经过正规训练，说的英
语发音不准确，语法不规范，但在洋泾浜一带
尚能通行，所以又称“洋泾浜英语”。清人姚公

鹤《上海闲话》中说：“洋泾浜话者，
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
也。”又说：“洋泾浜话为不中不西
之一种特别话，沪上尽人所知者。”
葛元煦写于光绪年间的《沪游杂
记》中说：“上海中外交易，初皆不
知英语，非通事不可。近则各行栈
皆有一人能说英语，盖迩来设有英
语文字之馆，入馆者每日讲习一时
即止，月奉修金无多，颖悟幼童半
载即能通晓。”

上海开埠以后，圣诞节的习俗
随着西方人的大量入驻而逐渐流
行起来，每到圣诞节，沪上各类西
式餐厅一定热闹非凡，门庭若市。

当时的一些时尚人士，到了圣诞节经常要到
舞厅跳舞，或者到酒家参加圣诞晚会，还有如
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等西方节日，也在上
海有着较大的市场。当然，上海人在接受西方
文化的时候，也并没有将中国本土的文化传
统完全丢弃，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了许
多既有中国本土文化内容、又有西方文化特
色的文化形式，将这些西方节俗改造成为中
国民众所能接受和喜爱的民俗活动。

最早来上海的是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他
们在科学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传教
士们远涉重洋来中国的主观愿望是要传播基
督教教义，同时也负担了了解中国的地理、历
史、天文、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客观
上也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
做出了探索。他们不仅在中国积极参与朝廷
的天文观测等科学活动，还把相关的科学资
料送回西方各国的科学院，促进了中西文化
的交流和传播。同时，中欧贸易逐渐加强，欧
洲各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将各类中国物品源
源不断地输出到欧洲，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便逐渐风靡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