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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战役：一个团打剩60多人
解放上海的故事

! ! ! !“我的父亲肖卡，是一个非常
硬气的人。从小到大，我们没有见
到过他唉声叹气，或者是诉说艰
难困苦，我们也没有看见他流过
眼泪，一直是以为他不会哭。”肖
小海说，“当他进入 !"岁以后，每
年的这个时候，一提起解放上海，
或逢记者采访上海战役，他都止
不住那种哽咽，那种对死去战士
情深意切的泪水。”

#!$! 年 % 月 #& 日，三野第
'"兵团 &!军 ()师 &*+团奉命从
江苏常熟出发，主攻上海月浦。由
于 &*"团团长留苏州培训，主攻
任务由团政委肖卡和副团长梅永
熙负责。守卫月浦的是国民党 %&

军的一个师，这支部队是辽沈战
役里逃过来的，编制算比较完整，
已经在月浦修筑了密集的钢筋水
泥地堡群和多重障碍物。当时，国
民党守军还调来了 '& 个炮兵团
协防，再加上江面上 ,"多艘兵舰
和江湾、龙华机场飞机的助战，实
力大大超出了肖卡此前的预料。

“父亲曾经跟我们说，这场仗
从 %月 '&日打到 %月 '$日，打得
天昏地暗，血肉横飞。在付出重大
代价后，部队好不容易推进到月浦
镇上，父亲清点人数时，止不住那
满脸的泪水，,""" 多人的 &*" 团
只剩下 '&"人。”肖小海表示，当时
父亲在月浦镇冲锋时-一颗炮弹打
了过来-他身后的警卫员和通讯员
&个牺牲-&个受伤，他自己也被炮
弹震倒，满口泥土硝烟，“如果不是
警卫员扑倒父亲英勇就义，父亲也
被敌人的炮弹炸死。”

当时，敌人在月浦镇东南高
地，居高临下用炮火和重机枪对
我军密集射击，还有坦克堵塞突
击通道，“父亲和梅永熙副团长、
李仲英参谋长，把剩下的 #&+名
指战员组成一支突击队和后续部
队，在 #$日傍晚向月浦镇发起第
二次总攻。”肖小海说，“父亲命令
仅存的 #门山炮近距离平射敌坦
克，击中 #辆坦克，其余坦克也随
即逃走。突击部队沿敌交通壕攻
进月浦，占领敌碉堡和—片民房。
天亮时清点人数，只剩下 *&人。”

#%日天亮后，敌人开始疯狂

反扑。“父亲曾经说过，当时敌人坦
克冲过来，他们就用稻草、木头铺
在公路上点火燃烧，阻挡坦克前
进，再用机枪、手榴弹打坦克后面
的步兵。就这样，从早到晚，一天里
打垮了敌人 %次反扑，像钉子一样
牢牢钉在月浦镇上。”肖小海说，
“月浦战役中，&*+团激烈战斗了
十多个日日夜夜。至 &%日晚上，
&*+团跟 (%师 &%$ 团猛插宝山、
吴淞，以摧枯拉朽之势，聚歼宝山、
吴淞之敌，共俘敌 )+++余人。”
“%月 &)日，上海解放。父亲

由于连续十多天的紧张战斗，筋
疲力尽，昏死过去。在 ()师后勤
部做战场支援的母亲，摸着无数
死伤战士的身体，寻找着父
亲———她以为父亲牺牲了。找了
两天两夜，母亲在野战医院见到
了还活着的父亲。”

肖小海说，“父亲晚年的时
候，和他的战友们自发做了一件
事：他们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寻
访了诸多当年的战友，留下了许
多讲述实录———他们希望能够让
后人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首席记者 方翔

父亲的那枚金牌珍藏了47年
!文体之家"一门三杰 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 ! ! !他是篮球国手，无数次顶着伤
痛奋力一搏，只求“为国增光”；她
是昆曲名家，鼎盛年华时却甘愿走
下舞台站上讲台，只为中国传统文
化薪火相传；他是“芭蕾王子”，中
国首个摘得国际芭蕾金奖的天之
骄子，无论登上多璀璨的舞台，他
都只有一个中国名字。
都说文体不分家，可真像这样

横跨文体两界的“三星之家”并不
多见。走进蔡国强、张洵澎、蔡一磊
这“一门三杰”的家庭，会赫然发
现，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拼搏精神
#!(*年，未满 #)岁的蔡一磊

在“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中
获得了最高荣誉———“最高洛桑金
奖”- 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奖的
中国选手。

年少成名并没有让蔡一磊的
生活有所不同，在他幼小的心灵
中，拿下“金奖”这件事和成名挂不
上钩，他最在意的是“为国增光”，
就像他从小看父亲做的那样。
从小跟着爸爸在江湾体工大队

长大的蔡一磊，遗传了爸爸优秀的
运动基因，篮球、网球、田径、投掷都
很拿手，带球疾跑、运球急停也都很
出色。可最终因为父亲“于心不忍”，
没让儿子走体育路，最终在妈妈的
“精心规划”下走进了“新文艺”芭蕾
舞的殿堂。那时候或许也都没料到，
看着在聚光灯下闪耀，跳舞的苦丝
毫也不亚于打球或是唱戏。
但幸好，蔡一磊的身体里传承

的可是被称为“拼命三郎”的蔡国
强的血脉。张洵澎的记忆里，儿子
从未向父母说过一次“跳舞很苦”。
他在英国皇家伯明翰芭蕾舞团时，

有一回练舞太猛导致疲劳性骨折，
当时腿已然肿了起来，恰逢蔡国
强、张洵澎去看望儿子，蔡一磊穿
了条阔腿裤遮掩，没事人一样陪他
们谈笑风生。直到父母上了飞机，
才联络医生尽快手术。事后得知的
张洵澎后悔不迭，打电话“教训”儿
子：“你怎么早不说，我们也好多留
两日照顾你。”

为国增光
芭蕾舞演员骨折是了不得的

事，但蔡一磊却说：“骨折，是再正
常不过的经历了。以前在体工大
队，体育健将谁不是一身伤？”

在蔡家，受伤最多的当属爸爸
蔡国强。让蔡一磊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 #!))年亚锦赛中国队对战
伊拉克队，当时双方比分咬得很紧，
最后时刻，蔡国强被对方一次严重
犯规撞倒在地，断了锁骨，中国队
获得了宝贵的罚球机会。然而，此
时“神投手”蔡国强已痛晕在地，是
“为国增光”这四个字，犹如一股
神力注入早已混沌的意识，蔡国强
奇迹般苏醒并翻身一跃而起，左手
拿球，一个起跳，不偏不倚，球，正
中篮筐，从而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为国增光”这四个字，仿佛印

刻在蔡家男人的骨髓和血液中，这

份家国情怀也被蔡一磊继承下来。
作为第一个拿下国际金牌的“芭蕾
王子”，蔡一磊在国外的芭蕾之路
也并非无风无浪，但心里存着为国
增光的信念，无论何时何地，他都
不愿被人比下去。在他看来，他的
舞蹈成就甚至一举一动，都代表着
中国形象。

很硬气的是，无论是在英国皇
家芭蕾舞学校短暂的求学期，或是
在英国皇家伯明翰芭蕾舞团跳舞的
时期，亦或受邀到英国苏格兰国家
芭蕾舞团，任何大大小小的比赛现
场、国际交流场合，蔡一磊都只有一
个中国名字。在蔡一磊看来，这个中

国名字凝聚着父母和祖父母对他
的爱，也是他作为中国人的记号。
如今，仍有不少英国的同事唯一能
精准发音的中文就是“一磊”。

教书育人
接到父亲突然离世的噩耗，蔡

一磊并没有思虑过多，想到痛失爱
侣的妈妈一个人在上海，蔡一磊果
断放弃了在苏格兰国家芭蕾舞团
的事业，要知道，当时他即将拿下
副团长的职位。
放弃台前的光华退居幕后，蔡

一磊不遗憾：“我从小成长在一个
充满爱的传统家庭，爸爸妈妈用实
际行动告诉我，家的重要性。我不
能抛下妈妈独自在家。况且，也是
时候回来为祖国做点事。”如今的
蔡一磊是一名杰出的芭蕾舞老师，
他的朋友圈里每日刷的都是学生
们的点滴进步：“为祖国培养芭蕾
人才，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在蔡家，热衷教书育人的，蔡

一磊不是第一个。妈妈张洵澎，是
和蔡正仁、岳美缇等同辈，被称为
“大熊猫”的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
家。在舞台上这样出类拔萃，可大
半辈子，张洵澎的主业还是在讲
台。上海昆剧团成立时，张洵澎正
是鼎盛年华，但她却没有回到团
里，而是率先选择了去戏校当老
师，她始终记得老师言慧珠的那句
话：“最好的演员应该去戏校，这样
才能培养出更多戏曲好苗子，才能
青出于蓝胜于蓝。”
有趣的是，蔡家一门三杰，看

似在篮球、昆曲、芭蕾等中西文化、
体育等不同领域，但骨子里不服输
的精神，心中一腔爱国热血和甘愿
在最好的年华走向讲台的人生选
择何其相似。或许，这就是中国人
最讲究的“家风家德”的传承。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今天上
午，“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捷报声
声———红色老报刊收藏展”，在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开展。

,,件展品，分黎明曙光、渡江战
役、决战淞沪、上海解放、恢复秩序、
沪报创刊等部分展出，包括 #!$!年
&月刊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
马叙伦、沙千里等告上海同胞书的
《嫩江新报》，#!$! 年 $ 月 ( 日出版

的《上海人民》创刊号等。
据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提供者、

江苏高邮收藏家朱军华介绍，这是一
次上海解放报刊的“大聚会”。“所有
展品中，最早的一份是 #!$!年 #月
#日全文刊载了毛泽东亲自为新华
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
底’的红印《新华日报》华中版。”

本次展览由静安区文物史料馆
主办，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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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老报刊收藏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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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渊

这枚奖牌珍藏了 !"年!

在蔡家"奖杯#奖牌#奖状

数不胜数" 然而有一块奖牌却

异常珍贵" 即便是在旧宅装修

的忙碌过渡时段" 还是会被拿

出来放在显眼位置!

那是 #$"%年" 为纪念毛主

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题词 %&周年"全国举行了篮

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

五项球类运动会"蔡国强凭借精

湛技艺和拼搏精神"拿下的一块

金牌! 也是在此之后"蔡国强从

上海队被调去了国家队!

运动会举行时"蔡一磊才

'岁" 对爸爸拿回的这枚金光

闪闪的奖牌很是好奇"时常会

用肥嘟嘟的小手拿着玩儿! 张

洵澎就会借机给儿子讲述奖

牌的来之不易"它背后凝聚的

是勇于拼搏#锲而不舍的体育

精神!

经历了将近 (& 年的风雨

洗礼" 这奖牌如今也被摩挲得

有些陈旧!但在蔡一磊心里"它

却始终闪着耀眼的金光未曾黯

淡"那是激励他不断前行的光"

每当遭遇挫折或困难" 这光会

驱散阴霾"提醒他跳舞的初心#

照亮通往目标的路!

! 蔡一磊和母亲张洵澎合影

受访者 供图

#老物件的故事$

! 父亲蔡国强的奖牌

放在家中显眼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