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枫又名朱谌之!除了中共地下

党身份! 她还是一名贤惠的妻子!两

个孩子的母亲"#为了革命!一家四口

从没合家团聚过"$朱枫之子朱明说%

!"#$年夏! 朱枫奉命前往香港!

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年获准离港

与久别的丈夫团聚" 她先行将带在身

边的朱明和堂兄朱辉送回大陆! 临别

时还特意与小哥俩合照留念" 在轮船

码头叮嘱朱明说!&告诉爸爸! 妈妈很

快也能回家了%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就

要团聚!朱枫却接到新任务% 当年解放

台湾箭在弦上!急需派人入台与台湾地

下党取得联系!经验丰富且在台湾有社

会关系的朱枫成为最理想人选%朱枫毫

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给丈夫写了一

封难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

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

人说起% 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

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

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

朱明给记者看一张很珍贵的照

片" 朱枫身穿浅色短袖旗袍! 眼含笑

意!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

看上去就是位温柔又多情的妻子" 与

其他老照片不同! 背后还有一行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

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

康* %"&"年 %'月 ()日+

完成在台任务!终于又可以回家"

%")'年 %月!朱枫托朋友捎了张便条给

上海的亲人!写着'凤将于月内返里" 多

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没想到这封信竟成朱枫绝笔!回

家约定竟成永别"朱明至今仍清楚地

记得知道母亲牺牲消息时的情形"

&%")'年 *月!时任华东贸易部部长

的徐雪寒来我家!和父亲在小屋里密

谈"不一会儿!父亲走出来!表情非常

沉重!只说了一句话!母亲牺牲了!很英勇" $

母亲遗骸放在何处! 一直是朱明心中无法

释怀的牵挂"&母亲牺牲后!每年到她的生辰,忌

日我们都会纪念她" $朱明说"母亲的骨灰下落

不明!%"$+年! 朱明与父亲朱晓光在明孝陵宝

顶山上!为母亲建了一个衣冠冢!以寄托哀思"

('''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上刊登

了一组照片!但见朱枫着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

衣!紧握拳头!目光镇定% 此时,她正面临着敌人

的最后判决% 朱枫的儿女从来没有想到!母亲是

以这样壮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照片

的出现!让他们更迫切希望找到母亲的遗骸%

几经周折!朱枫之女朱晓枫联系到照片的发

现者台湾著名学者徐宗懋% (''-年起!徐宗懋在

台湾帮助寻找朱枫遗骨的下落! 但均无进展%

(''"年 %(月! 宜兴人潘蓁赴台寻找失踪的父

亲!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

了&朱湛文$的名字% ('%'年 )月!公墓人员对

殡仪馆上百个无主骨灰袋进行翻检! 在角落里

找到了&朱湛文$名字的骨灰坛% 台湾中研院近

代史研究所的朱浤源教授以研究近代史的名

义!进入一般人难进的领域!证实&谌$和&之$都

是连笔!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因朱枫特殊的身份和背景!运回并不容易%

经过繁琐的程序和若干机构,个人的帮助!('%'

年 %(月!朱枫终于&回家$!这一路&走$了 *'多

年% ('%%年 .月!朱枫的骨灰由北京包机送回

宁波!安葬在故乡/00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

飘零了半个多世纪! 朱枫终于在她渴望的土地

上得到安息% 驻京记者 于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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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生
!"#$年，朱枫生于宁波府镇海县的朱家

花园，原名贻荫，父亲曾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富
商。朱枫自幼生长在深宅大院，性格忠厚娴
静，她在姊妹中排行第四，被称为“四阿姐”。
朱枫十七八岁时，在宁波女子师范学

校求学，并跟随书法大师沙孟海学书法，
写的蝇头小楷很有功底。朱明说，“母亲后
来参加革命，与她的求学经历有关。当时
她所在学校校长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
前曾任南京中共地委书记的陈修良则是她
的好朋友。”!"%$年“五卅”惨案发生，朱枫
带头上街游行，性格中勇敢、刚毅的一面
初步显现。

!"%&年，朱枫远嫁沈阳，成为时任奉天
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并生下
女儿朱晓枫。陈傅良前妻去世后留下的两子
两女，也与朱枫感情甚笃。!"'%年夏，陈傅
良病故，朱枫带着孩子们在镇海娘家孀居。
动荡的时局打破平静的岁月。!"'&年，朱

枫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相爱结婚。“七七事变”
后，夫妻二人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离开富
裕家庭辗转于武汉、桂林、上海等地，在中共领
导下，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年 %月，身
经百战的富家小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沪上春秋
“母亲一生与上海有很深的渊源，留下

多处足迹。”朱明告诉记者，在上海期间，母
亲从一个为革命效力的经济工作者，锻炼成
为成熟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正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年华东局组织部批准朱枫为
革命烈士，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

黄河路!!!"同丰行# !"((年，朱枫
在上海黄河路租借一幢房子，筹备同丰行。
上海新知书店混进投靠汪伪的内奸，遭受很
大破坏，大部分人被捕。在沪西日本宪兵队
严酷审讯中，朱枫经受住考验。出狱后，不顾
个人安危，从被日伪查封的书店后面的小气
窗爬进同丰行，找到被查封的现金、支票、账
册等重要物品，然后悄悄爬出。被敌人发现
必死无疑，连替她放哨的友人都是分秒提着
心，吊着胆。

金陵东路 !" 号!!!"建华贸易公司#

!"()年，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的徐雪寒接
受组织委派，回到上海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
企业。建华贸易公司的办公地点在金陵东路
!%号楼上，后来该公司扩大业务，改组为联
丰花纱布公司。为打开销路，朱枫带领供销

人员跑市场，以低价购进白坯布，染成市面
畅销的阴丹士林布，再打上联丰牌子出售，
很受顾客欢迎，生意也兴旺起来，“联丰”在
竞争激烈的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

南京路与四川路交汇口!!!"鼎元钱

庄# 抗战胜利后，“鼎元钱庄”在上海闹市
区开张营业，直至上海解放。鼎元钱庄通过
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业务，为解放区与国
统区之间转汇款项，打击国民党的经济封
锁，进行货币斗争。鼎元钱庄还直接为解放
区采购军用物资，设法运到解放区。
朱枫是公方代表并负责财务，还是党组

织指定的联系人。鼎元钱庄的总经理徐振东
是位爱国民主人士，在朱枫等人的教育和影
响下，徐振东利用同敌营中人打交道的机会
搜集情报。

长乐路!!!居住地 朱枫当年在蒲石
路（今长乐路）紧靠瑞金路的一排西式洋楼，
租了楼上一间房，接待革命战友，从事地下
工作。朱枫负责保管上海地下党情报部门的
经费，还负责几家公司的资金，但生活相当
俭朴。因公司业务和情报工作的关系，与商
界、政界人物都有接触，有时穿得像阔太太，
但更多时候跟上海弄堂里的娘姨差不多。

深入虎穴
!"("年 !!月 %$日，朱枫从香港维多

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海轮，她的身
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
员”。身上藏着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封
给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另一封是给

“密使一号”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衣服隔层，还藏着金项链和金镯。

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养女阿菊为名，
化名李琴云，住在养女家中，秘密开展工作。

潜伏期间，朱枫出生入死，前后 &次与
吴石秘密会面，成功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
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等重要情报，交
到了中共手中。
任务完成，朱枫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与

家人团聚，命运却发生急转。蔡孝乾被捕叛
变，吴石在最危急的时刻签发了“特别通行
证”，让朱枫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当时还未解放）。

!"$#年 %月 !*日，朱枫在离家乡宁波
不远的定海被捕。被羁押时，她舍生取义，从
衣服里取出金项链、金镯，分 (次把二两多
重的金子吞下，但被救活。
狱中朱枫并未遭受严刑拷打。朱明说，

“母亲家里很多亲戚是国民党，还有的是富
商。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我母亲不动刑，他觉
得像我母亲这样的人意志不会很坚定。蒋经
国还曾对母亲说，大家都是宁波同乡，只要
愿意投降就可免于一死。”但朱枫毫不动摇，
(个月后，慷慨就义。
在后来公开的史料中，主办“吴石案”的

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记录中写道：
朱匪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
作准备；匪（指朱枫）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
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
法之处……可见，朱枫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
现，让敌人也为之叹服。

叛徒生活腐化变节
有英勇不屈，也有变节叛变，最令人想不

到的是蔡孝乾叛变。
!"()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湾，

就同小姨子住在一起。小姨子是个十六七岁
的苏州姑娘，两人虽以“兄妹”身份同居，但一
个中年男人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给
日后国民党搜捕留下线索。

!"("年 &月，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掌
握了“老郑”1蔡孝乾2的线索，一直蹲守的特
务抓到一名 (#来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名字和
身份后，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
回忆说，一眼看出此人追求享乐的弱点，便天

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
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
丽露餐厅买，吃完后伺机逃脱。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

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掌握蔡孝乾
躲到嘉义农村的消息，派特务前去查找。为避
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
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
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
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却全然不顾着
装上的大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
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
让小姨子来监狱同住。

谷正文撰文回忆，“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
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
化，思想动摇”，道出了蔡孝乾从胸怀远大的

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动因”。他感
叹：如果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
有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国共在台湾这
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若授勋应先给他们
寒风习习，仍有市民前来参观瞻仰，记者

看到有位老人正在英雄塑像下摆放鲜花。老
人说，英雄是有名的，做的是“无名英雄”。来
鞠个躬、敬个礼，告诉他们：你们的鲜血没有
白流，我们永远同在。

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曾给予高度赞誉，他说，以后解放了，若授勋，
首先应该授予他们。

!")!年，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
央特别委员会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

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
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
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笼罩海峡上
空的炮火硝烟已散去，两岸“三通”开启了两
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历
史新篇章。“修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在
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它可以让
思念英雄的人感动，也让牺牲者的后人获得
精神上的抚慰。

冬日暖阳下，英雄塑像前的鲜花尽情开
放。石上之名，传奇之魂。所创伟绩，既无人
知，亦永不遗忘。更多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
被世人所知晓，更没有刻在纪念碑上，但是共
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

“枫叶”飘落在台湾
驻京记者 于明山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只有四座雕
像，其中就有朱枫，足见其功勋卓绝。

朱枫如何投身革命？又是如何牺
牲？这位名门闺秀的身上充满传奇色
彩。得知朱枫烈士的儿子朱明现居南
京，记者前去采访，听朱明讲述母亲当
年的“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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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之子朱明讲述母亲的“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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