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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冷月无声"""吴石传#$中共党史出版

社最近出版%为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将军的传记(吴石原系国民党高级军事人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年开始秘密为

中共工作) 后按组织意图赴台湾执行任务(

%"&'年春因中共台湾省工委遭敌破坏)吴石

受牵连而被捕)该年夏天英勇殉难)被人民政

府追赠革命烈士( 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任史料局局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于 !"#$年 %

月还都南京，吴石也随国民政府回到阔别 "

年多的金陵。在胡雄的帮忙下，吴石一家租住
位于国民政府外交部旁的湖北路翠琅村一号
连排小院落，与胡雄一家共住一处，房租大约
耗费他薪水的一半。回到南京，对于吴石来
说，从前那个熟悉的南京已不再存在，生活、
工作甚至心情都在重新开始。
还都以后，百废待兴，他面临着新的使

命。军事机构改组工作即行展开，由蒋介石指
定国防部长陈诚为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林
蔚、刘斐、刘任夫、袁守谦为副主任委员，钱企
农等 &%人为委员。吴石作为秘书组组长，负
责指导业务及拟订计划，历时六月，改组工作
完成。同时期，吴石还参与编印《剿匪手令
本》，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可看到
吴石 '月 (&日的呈文：

查剿匪手本前于本$八%月十二日以钧座

名义签呈主席亲核) 顷奉主席未皓已府军仁

宗代电批示准照办)但不必所印年月日)等因

奉此) 兹送请第二厅印刷所估价代印五万册

$册之大小拟作六十四开本)封底面用红色%)

俾便分发排以上各级部队长研读)可否之处)

敬祈鉴核示遵(谨呈次长刘*总长陈(附呈主

席未皓代电一件)剿匪手本$修正本%一册(

多少年后这位出谋剿匪者竟为他的“敌
人”工作，难怪知道吴石的国民党政要们后
来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吴石人生的转变并不
是突然的，而是始于抗战期间，发展于史料
局（&"#'年 %月改为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

任上。
&"#$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吴石突

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速来
此，蒋委员长有要事面谈。”吴石立即
赶往总统府。蒋介石正站在军事地图
前察看，见吴石报告进来，便示意他坐
下，蒋对吴说：“这次让你来，是要调你

到国防部任史料局局长。史料局工作很重要。
国民革命军八年抗战的历史和丰富经验，就
要靠你这个部门来编写，总结战例、战史，以
利发扬传统。”
“感谢委员长栽培) ”
史料局局长在民国政府中算一个不起眼

的职务。即使如此，对于酷爱军事研究的他来
说，起初还认为是颇为适合自己的职位。一开
始，他很想干好工作。在他看来，史料局工作
还是件蛮好的事，正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一
边编写战例、战史，总结经验，一边向总部提
点具有战略性的建议。为此，他投入满腔的热
情。这一点从他给好友、同乡学者魏应麒先生
的信中是可以看出的。
魏应麒，字瑞甫，解放后为福州大学教

授。信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魏应麒与吴石
友谊的深厚。在信中，吴石告诉魏应麒已为他
准备住处，不必考虑住的问题，诚挚邀请到史
料局一同工作，“代考证史实，敷陈成篇”，共
修战事。好友的盛情让魏应麒心动，很快去史
政局报到。吴石致魏应麒信，尽管历尽战火、
“文革”，魏应麒始终珍藏。

此后几年下来，史政局先后组织编写“战
史丛刊”，颇有成果。吴石还为《抗战军人忠烈
录》《日军登陆作战》等战史书籍题写了书名。
这个位置似乎对他的命运有了暗示。有种种
迹象表明，郁闷总对这位表面风光的将军如
影随形。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这里并非像他

当初所想的那样，为官环境险恶，陈诚把权都
抓在手里，拨来的经费在国防部里就砍了一
半。国防部的其他厅局有钱、有势、有权，他感
到史料局比其他厅、局好像矮了半截。特别是
看到上层拉帮结派，官场勾心斗角，犹如一盆
凉水从天而降，不仅浇灭吴石心中成就战史
的熊熊烈焰，而且极大地刺伤他那颗正直、孤
傲的心。他的思想处于波动之中，面对残酷的
现实，倍感无奈。这时，吴石想独善其身，的确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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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惹麻烦的稿子

乔寄虹匆匆走进办公室，把一袋豆浆和
两个包子放在钟雨清桌子上。坐在钟雨清对
面的窦山虎正上网，瞥了眼豆浆包子，说：
“我也饿了，你不考虑一下我啊？”乔寄虹又
拿出一个面包，丢在窦三虎面前，笑说：“这
是我自己的，给你吧。”窦三虎撕开封口吃起
来，边吃边用嘴努一下钟雨清的桌
子，说：“老钟昨晚赶稿，还在主任房
里睡觉。要不要叫他起来？”乔寄虹
说：“不用了。”
姜骏涛事件处理完毕后，梁副书

记对新闻发言工作很满意，隔手就与
分管这项工作的伍诗中谈话，说市里
的《江海日报》正在改组，要把他调往
那里工作。伍诗中说：“我没几年就要
退休了。”梁副书记说：“这我不管。至
少你目前没有退。再说你本来就是
《江海日报》的，现在回去顺理成章。”
伍诗中一星期后就到了《江海日报》，
任常务副总编。架不住伍诗中一次次
劝说，钟雨清和乔寄虹也相继来到
《江海日报》。这事一办，转眼一年了。

窦三虎笑说：“老钟这几天在打
硬仗，你要有守空房的思想准备哦。”
乔寄虹说：“是吗？他又在捣鼓什么稿
子？”窦三虎说：“不能跟你说，你知道了会害
怕。等一会儿稿子清样一出来，你就清楚了。”
乔寄虹说：“你劝劝钟雨清，叫他老实些。都是
老家伙了，又不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还出什
么风头。”窦三虎说：“呵呵，他要是能太平，就
不是钟雨清了。”
这时钟雨清从主任房里走出来，乔寄虹

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脸的倦容，心里
划过一丝痛，问：“怎么不睡了？”钟雨清说：
“伍老总叫魂呢，要我开会去。你也得去开
啊。”乔寄虹问：“是不是你又惹事了？”钟雨清
笑笑说：“你不要怕，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
着。”
两人一进去，会议室就沸腾了。许多人簇

拥着看一篇清样稿，乔寄虹也抢了一份。她一
看心就紧了：钟雨清写了一篇长稿，题目是
《著名球员涉嫌嫖娼 总裁领队欲捂盖子》。她
想，这家伙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竟然要在“天
峰”头上动土，谁不知道“天峰”是个名牌俱乐
部，连省市领导都是他们的座上客呢？她看那

稿子写得十分尖锐，尤其是对球星呼延华的
曝光更加令人震惊。乔寄虹似已见到，丑闻一
旦在《江海日报》曝光，大街小巷将何等热闹。
她的心怦怦直跳，预感到会有大事发生。她
想，钟雨清这家伙不知是怎么弄到这新闻的，
从正义和良知角度看，这绝对是一篇好稿子；
从发行角度甚至商业利益看，这也是一篇“热

点稿”；但它肯定又是一篇惹麻烦的
稿子，她不能不在心底为钟雨清捏一
把汗……

当天的《江海日报》并没刊出钟
雨清这篇稿子。看不出钟雨清脸上有
什么生气的痕迹。他在食堂遇到乔寄
虹，用很平静的口吻说：“我知道这稿
子登出来不会那么容易。”乔寄虹说：
“不登出来好。”

报社就是会多。周二下午钟雨清
乔寄虹又同时参加一个会———内部
评报会。钟雨清是机动部主任，乔寄
虹是校对部主任，都是这个会必须参
加的对象。乔寄虹估计，钟雨清那篇
稿子没发出来，心里肯定窝火，说不
定就会在会上发作，遂悄悄警告钟雨
清说：“打你的瞌睡，少给我惹事。”钟
雨清笑笑。
副总编伍诗中刚宣布评报开始，

钟雨清已经靠墙睡着了，还发出低低的鼾声。
乔寄虹虽有些难为情，却没有叫醒他。比起他
常常得罪人的发言，她宁可让他这样丑陋地
睡着。
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召唤，当高级编

辑汤习武说起文体部昨天发出的一篇稿子
时，钟雨清一个激灵就醒了过来。汤习武是在
表扬这稿子：“视角比较新，从球迷的举止来
折射俱乐部风貌，写得有想法，细节也很生
动，是一篇值得称道的稿子。”

钟雨清打断道：“习武兄，我有不同看
法。”与会者把目光一齐投向钟雨清，乔寄虹
更是严厉地瞪住了他，但钟雨清视而不见，
说：“恕我直言，这不是一篇好稿，而是一篇坏
稿。据我统计，文体部已经写了 *篇这样的稿
子，从不同角度来吹捧‘天峰’俱乐部。各位觉
得这样正常吗？”文体部主任赵云反诘：“有什
么不正常呢？我很愿意听你说说。”
四目相睁，会场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起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