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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 ! ! !"将重要情报送出

抵达广州后，吴石住入好友吴仲禧
家———广州连新路 !"#号，并在吴仲禧家安
装了军用电话，直接同有关方面联络，了解最
新战况。此前，吴仲禧收到林亨元从上海寄来
用密语写的信。林亨元在信中嘱其将派往福
建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寿康（谢筱迺的化名）介
绍给吴石。在书房里，两人畅谈了几个晚上，
敞开了心扉。当吴仲禧讲到解放战争的形势
时，吴石打断他的话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
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我自己的决心下得
晚了一些。”他还告诉吴仲禧：“上海方面曾有
人通过何遂的关系同我联系，要我在海军方
面做些策反工作。我已对林遵舰长做了工作，
林已答应在适当时机起义。”
吴石猜测到在上海吴仲禧家中见过的王

绍鏊、林亨元是中共方面的人，就不拐弯抹
角，直接问道：“以前在你上海家中见过的那
些人（指王绍鏊、林亨元）是哪一方面的，真能
代表共产党吗$”
吴仲禧也是推心置腹，把他们的身份挑

明了%“这点完全可以放心。这次你到福建，准
备介绍一个可靠的人同你联系，名叫吴寿康，
此人会主动去找你。你有什么重要的材料，都
可以交给他。”
临回福州前，吴石专门找到何遂，将包着

重要情报的包裹留给何遂，并相约在台湾见
面。之后，何遂让儿子何世庸、女儿何嘉帮助
将吴石提供的重要情报送出。这组情报包括：
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
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
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
等，都是铅印的机密情报。何世庸借口送其妻
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
的重要情报安全到达香港，交到中共组织的
手上。一个月后，即 &月，何遂、何嘉按照上海
行前组织的意图，出发到台湾，在台开展地下
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吴仲禧副官林云青和吴石同是福州老

乡，比较熟悉。有一次，在吴仲禧住
处，林云青见吴石走下楼梯，就探
问：“参谋长，前方为何老打败仗？”
吴石幽默地回答说：“知己知彼，百
战百胜，你当过参谋吧。”虽然仅寥
寥数语，林云青这位福州小老乡多
少听出弦外之音。

!'('年 &月下旬，吴石从福州抵达广
州。这时，广州全城戒严，国民党军警在全城
开展大搜捕，作最后的挣扎。为避开大搜捕，
吴仲禧化名吴学文由广州转移到香港。吴石
立即赶到香港联络吴仲禧。在香港九龙一个
叫佐顿饭店的地方，两位共同企盼新中国早
日到来的知己再次见面。吴石这次为什么匆
匆造访中共地下组织？一方面，吴石已获悉
自己即将去台，有意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以
信赖的中共组织联系的渠道；一方面，他带
来两份极其重要的密件，需要直接交给中共
中央华南分局。吴石抵港后，通过中共中央
华南分局直属福建特别支部书记张兆汉的
关系联系上中共地下组织。出于对朋友的信
任，吴石仍约吴仲禧一同去见中共中央华南
分局有关负责人，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
彰风应约到佐顿饭店与吴石见面，吴石将两
份材料当面交到饶彰风的手中，并说今后有
情报将设法通过吴仲禧转交。这两份密件是
当时国民军事委员会高层极少数人掌握的
绝密文件：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
粤、闽各省的兵力配置；一份是国民党部队
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
等，都是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的绝密文
件，事关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的部
署。这两份绝密文件是如何获得的，现在无
从知晓。但吴石不仅取到了，而且随身携带。
这样做的结果———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就
这一点而言，吴石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和期待，确实是赴汤蹈火。
吴石好友吴仲禧，是中共在敌人的心脏

布下的一颗“冷棋子”。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
的时刻，这颗“冷棋子”在吴石多次经意、不经
意间的关键性帮助走活了。吴仲禧在回忆吴
石时以感激的语气写道：“!'(# 至 !'() 年
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
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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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清文章刊登后第二天，总编葛长江
就出院回到办公室。儿子葛小鹏来电：“全国
几十家报纸转载了《江海日报》的文章，央视
《早间读报》也播出了！”葛长江说：“好！”儿子
说：“‘天峰’股票再次大跌，加上昨天，跌幅已
超过 !*+！”葛长江说：“好！高之龙利令智
昏，我这是给他个小小教训。”
儿子还在絮絮地说话，办公室

门却被敲响了。总编办小杨带来一
个消息：揭露“天峰”的文章见报后，
主管体育的邱副市长很不高兴，让
秘书打电话来，要报社写个情况。葛
长江问：“写什么情况？”小杨说：
“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消息的来
龙去脉；二是报纸刊发这篇稿子的
指导思想；三是稿子见报后引起的
不良反响。他还特别提出，要写清
楚事情要害，这要害就是干扰了市
里工作，干扰了稳定发展的大好局
面。”

葛长江旋即让伍诗中、钟雨清
来办公室碰头。两人一进门，葛长
江就说：“你们给我闯祸了。那篇文
章市里开始追究了。”钟雨清说：
“什么逻辑啊？难道体育界是一潭清
水吗？老虎屁股就摸不得了？”
葛长江说：“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重要

的是设法先过关，给邱副市长写个《情况说
明》吧。”钟雨清说：“这有什么难的？实事求是
把真相反映出来就是了。我来写吧。”葛长江
说：“问题不这么简单。这《情况说明》实质就
是检讨，要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错误……”钟
雨清打断道：“认识错误？我们有什么错误？”
伍诗中说：“钟雨清，你脑子要清楚，不能这样
顶着干。”钟雨清说：“我不认为这篇稿子有什
么错。如果领导有自知之明，那就应该去听听
群众反映。”葛长江说：“钟雨清你住嘴！你写
稿的雄心也实现了，发稿的快感也享受了，现
在擦屁股的麻烦，你也应该承当起来。这《情
况说明》还是你来写，怎么样？”钟雨清咬咬
牙，迸出三个字来：“我不写。”
房间里有一阵令人窒息的冷场。葛长江

恶狠狠地看了钟雨清一眼，伍诗中却说：“我
来写吧。”
钟雨清喘了几口粗气，猛然拉开门甩开

大步走了。葛长江说：“你看看，这种大牌记者
的脾气，都是你平时惯出来的！”伍诗中说：
“平心而言，钟雨清这篇稿子确实是不错
的。这两天我们报纸零售量一下子翻了几
番，《江海日报》又成了市上最受欢迎的报
纸。”葛长江哼了声说：“那又怎样？一万个
读者欢迎，也顶不了一个市领导生气！”他

又说：“事到如今，你倒说说你准备
怎么写这个《情况说明》。”伍诗中
说：“您就放心吧葛总，既然这段时
间报社所有事情都由我挑头，我自
然会承担一切责任。这篇稿子我当
然要用很严肃的态度来认错，不过
再大的错误我也不会让您为难。”葛
长江说：“明天九点钟以前，要把《情
况说明》交到市里。”伍诗中笑笑说：
“不要说明天九点以前，就是今晚九
点我也拿得出来———不瞒您说，我
预料会有人对这篇文章感到不舒
服，所以我早有思想准备，已经写好
一份材料备在抽屉里。”

葛长江一怔，眼光定定地看着副
总编，说不清是惊讶，还是佩服。

伍诗中的《情况说明》足足写了
,---多字，次日上午按时交到邱副市
长秘书那里。傍晚，邱副市长秘书来

电，说邱副市长已看过《情况汇报》，对《江海
日报》的检讨基本予以认可。秘书同时交代：
邱副市长后天下午要亲自去一趟《江海日
报》，准备在那里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请全
市各大媒体分管体育报道的负责人参加座
谈，主题是如何坚持正面宣传，进一步促进全
市媒体的体育报道工作，请报社同志帮助做
好会务工作。
葛长江一听这消息，浑身上下都热了起

来。他认为这是弥补发稿失误、跟邱副市长修
好关系的契机。他立即扔下一切事务，召开领
导层紧急会议，商量如何迎候邱副市长来报
社开会之事。他强调：市领导宽宏大量，非但
不追究《江海日报》在“天峰事件”中的责任，
反而决定借座报社召开媒体负责人会议，这
充分体现了市领导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
报社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会务筹备好，让市
领导放心。
总编办小杨悄然来告：外面有人找。谁也

没想到，一件更重大的事情接踵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