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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雨清说：“你们跟‘天峰’俱乐部是不是
走得太近了？”赵云说：“三贴近么，这是上级
对我们的要求。”钟雨清说：“赵云，你少给我
来这一套！”
钟雨清声色俱厉，全场为之一震。在这场

合，只有钟雨清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虽然到
《江海日报》时间不长，但钟雨清凭
着一手好文章，早已树起了一个名
记者的声望。他在文体部工作时写
的稿子传到报社，编辑们常常一边
编稿，一边就止不住要朗读其中的
精彩段落；读者也反映，钟雨清的稿
子，“篇篇都是精品”。

按理说，钟雨清有这样的素质，
报社早就该把他作为主要骨干来使
用了。可这人有个致命伤：到了报社
以后，比以前更加心直口快。有人说
这是他的本性，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
背后有伍诗中这棵大树。总之钟雨清
得罪了不少人。为此在考核时，他常
常很不顺当，以至比他小一茬的年轻
人都成了报社的中层干部，而他还在
当记者。要不是副总编伍诗中出面说
话，他都当不上文体部主任。

半年前调整部室，钟雨清又被
莫名其妙地调出文体部，弄进新设的机动部
当主任。那天，他搬出文体部办公室时满腔怒
火，把积累多年的录音带都当场砸了。正好伍
诗中撞见这一幕，便把他拉到一边，开导说：
“你真是傻到底了，机动部不是很好吗？以前
你只能写文体方面的稿子，可现在农工医商、
教育科技，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各种见解
都能发表，各方面才能都能发挥，这不是更好
吗？机动部上班又灵活，报社还专门给你配一
辆摩托车，何乐而不为啊！”
钟雨清人虽傲气，对老领导伍诗中却是

敬重有加。他听了伍诗中的规劝，压住心头之
火，去机动部待了下来。两个月过去，读者纷
纷给报社来信，责问版面上为何再也不见钟
雨清的稿子，钟雨清胸中那股恶气，重又燃烧
起来。他以为领导会重新让他去文体部挂帅，
却不料有一日，公告栏贴出了任命通知：任命
赵云为文体部主任。钟雨清绝望之余，憋着一
股劲“苦练内功”：一是坚持学习理论政策；二
是整日埋头读报。别人以为他在钻研业务，殊

不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寻错找茬，然后
到每周评报会上来大放其炮。由于他资料搜
集详尽，研究到家，每次评报都十分精彩，“钟
评”在报社大楼里，俨然成了一个品牌和一道
景观。
此刻，钟雨清又翻开记事本，说：“赵云，你

不要以为我离开文体部了，你们部里的那些事
我不知道。要不要我在这里给你说上
几个数据？”赵云脸色有些紧张，但嘴
角还挂着一丝不屑的微笑：“你说吧，
我很想领教。”钟雨清说：“那好，我先
说一件事：你们文体部一共有 !"个记
者和 #个编辑，对不对？其中 !$个记
者和 "个编辑，都接受过‘天峰’俱乐
部的出国旅游邀请，而且都带了家眷
同去，有没有这件事情？”赵云一怔，笑
容顿时凝固了。

钟雨清继续说：“你赵云作为主
任，在这件事上做得尤其过分。不仅
你的妻子跟你一道去了，还捎上了你
们的父母，一家竟去了 %口人，费用
全部在‘天峰’报销。有没有这件事？”

赵云脸色大变，嘴上只是说：“你
说，你说……”

钟雨清说：“第二件事：今年春
节，‘天峰’俱乐部给你们文体部 !&

个人都送了红包，多者一万元，少者两千元。
有没有这件事？”
赵云的眼光一下子发直了。
钟雨清说：“说完这两件事，回过头来看

你说的‘三贴近’，大家就可以明白，你是什么
样的‘三贴近’。‘三贴近’应该是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可你赵云是贴近上层、贴
近老板、贴近红包，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赵云额头上汗都下来了，嘴上却说：“你

说的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
钟雨清说：“如果我说错一个数，报社可

以开除我；反之，如果我说对了，你赵云就引
咎辞职。你敢不敢？”

赵云目瞪口呆。伍诗中出来主持公道，
说：“钟雨清同志刚才说的，与记者素质和新
闻质量有密切关系，值得大家重视和反思。我
看文体部存在的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多少也
是存在的。限于时间，今天评报会到这里结
束。葛总正在欧洲访问，等他回来后，我会认
真向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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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早在 $%&"年就开始接触中共高层

这时的吴石在军界荣膺陆军中将多年，
是颇有名气的人物。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吴石
前后在直系、桂系、蒋系军中供职，他以自己
的智识奠定了在军中的口碑，不知有多少人
暗中称慕。一位叫吴大任的高级军官在《我对
吴石早年的印象》中写道：“我在花溪工作 '

年半（‘花溪’系 !(#(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之代名），所属单位
是通讯组……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
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
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
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
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其中使
我印象最深者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
通讯。他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
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先机，见解深刻，
不独文情并茂，亦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
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
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
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
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自此在我心目
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
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后来胜利还
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 #%年
（!(')）'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
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
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
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
居住在歌舞升平的都城，目睹国民党政

府腐败无能，独裁专政，他为之奋斗、为之而
捍卫的国民政府在他的心中轰然倒塌，他失
去了精神支柱，对国家、民族和命运充满着担
忧。他经常以宴会名义，邀请知心朋友刘斐、
何遂、刘通、王宜汉等多人聚在一起，商讨国
事。当时，何遂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刘通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王
宜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这三人与
吴石一起被看成军政界福建籍“四大台柱”。

他们不仅关心着福建，更关心中国
何去何从？

吴石从国民党的成员到同情
支持共产党，最后投身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绝非
朝夕可成。吴石被捕后一直坚称自
己是一年前（即 !('(年）才开始为

中共工作的。
关于“吴石案”最早的公开报道是 !(&$

年 '月 )日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
上发表一篇长文，由“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
生署名。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
党靠拢的时机，是在 !('(年的 "月间。当时，
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
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
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
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
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糊涂地和共产党
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
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
官吏，都和我一样地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
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
呢？’”

国民党方面的公开资料显示，吴石称，
!('(年四五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
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
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
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
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
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
后收集军事情报。
考察吴石政治倾向的演变过程，吴石与

中共发生关系，在时间、组织关系上都非李资
生所言。由此可见，吴石将军被捕以后千方百
计地隐蔽实情和自己的身份，他伪托自己是
!('(年 "月接触中共便是一种托词。这样既
尽力减轻责任，也通过减少与中共联系的时
间以保护同志。

那么，吴石何时开始为中共工作？中共
中央有关部门的结论，给出了具体答案：吴
石同志于 !('%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事实
上，他同中共中央高层的接触交往，早在
!(#%年就开始。吴石身上所具有的爱国、民
主的政治倾向也引起中共高层及地下组织
的重视和当时政治团体的关注，成为各方积
极争取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