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伏台湾的女英雄萧明华（3） ! 姚华飞

身系囹圄 发暗号催促战友撤离
!月 "日，是萧明华三哥萧明柱 #$岁的

生日，他和他的妻子梁尉香应约带上三个孩
子到萧明华的师范学院宿舍欢聚一天。萧明
柱也是朱芳春的挚友，在四川、北平、天津、广
州等地做地下工作时，一直在各方面全力支
持朱芳春和萧明华。

正当于非、萧明华和三哥一家人欢乐畅
谈时，响起了异样的敲门声。萧明华立即让于
非从后门离开，并在瞬间做了细致的安排：“没
有我的亲笔通知，不要回来。不要忘了后门外
边的那根晾衣竿。”他们曾有约定，晾衣竿晾着
东西，家里就安全；没有，就千万别进来。接着
她又让哥哥明柱一家继续刚才的谈笑声。
“是哪位啊？请稍等！”萧明华从容地朝大

门方向喊道。上前随手将门打开，只见门外是
两个一高一低的陌生人。
“于非教授在家吗？”高个子问道。“请问你

们找他干什么？”萧明华问。“省社会处鹿先生
想请于教授恢复实用社会心理学讲座。”小个
子陌生人回答道。明华冷静地应道：“请进来
坐。不过于教授不在家，到台湾大学拜访一位
老师去了。”

两位不速之客急速进屋，他们东张西望，
像是在搜寻什么。随后说：“于教授不在家，我
们就不打扰了。”

两个陌生人走后，萧明华立刻把哥哥萧
明柱叫到卧室轻声嘱咐：“万一出什么事，你
要沉着镇静，要坚持说我们只是兄妹关系，只
在经济上接济过我，其他什么也没有牵连。”

%月 &日深夜 ''时许，萧明华被台湾省
保安司令部派来的一群官兵逮捕了。临离开
时，明华还不忘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取下了那
件搭在晾衣竿上的衣服，向自己的战友发出了
警报。在狱中，萧明华度过了艰难的 !()天。

萧明华在牢房中亲笔写的《狱中纪事》这
样记载：“*月 *日，两个半月来首次自梳辫

子，结果像‘猪儿虫’，复由小宋（青年难友）重
梳……”明华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头也梳不了
了。她的身体、胳膊、手指多处骨折，敌人还连
续五天五夜不许萧明华睡觉，妄图使她在长
时间的疲劳中失去自制力，失去正常的思维
判断，继而从她虚弱的身上得到情报。萧明华
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经受了艰难的煎熬，
终使敌特的妄想落空。

萧明华对敌特说：“我是一个拥护革命、
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我何
罪之有？”敌人只能从她嘴里听到这样掷地有
声的话语，根本得不到任何秘密。

身陷囹圄后，萧明华最牵挂的还是于非
和整个组织的安全。她深知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友的危险会越来越大，她为组织和同志们
争取的时间不可能太长。

为此，萧明华心生一计。她借探监之机，
将一只还剩七颗鱼肝油丸的药瓶托人带出
去，说要按这种牌子再送几瓶给她。其实这是
要于非迅速撤离的暗示。因为明柱兄妹在家
均说嘉兴方言，口音中“七”与“去”十分相近，
“鱼”与“于”又是同音，两者连起来说，便是
“于去”。当同志们领悟了这层深意后，都感动
得掉下眼泪来。

'*+'年 "月 '日，于非穿过险滩急流，几
度闯关，终于将重要的军事情报再次送给了

党组织，得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的高度评价。
人民解放军在是年 + 月 ' 日顺利解放海南
岛，+月 '*日顺利解放舟山群岛，萧明华、于
非等人功不可没。

枪声响起 她面朝大陆倒下
当时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岛。'*+,

年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插手台湾防
务，蒋介石父子更是有恃无恐，疯狂地捕杀共
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他们逮捕枪杀了参谋总
部次长吴石将军、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陆军上校聂曦等爱国志士，以及我党优秀情报
员朱枫同志。现在又将魔爪伸向了萧明华。

'*+,年 ''月 (日，晚饭后，萧明华席地
坐在牢房暗淡的灯光下，为即将出狱的难友
小廖赶织一件毛衣。一位平日比较同情难友
的看守，接班不久就踱到了女监门外，向小廖
招手示意：“你去看看所长办公室的灯光亮了
没有？”并指指萧明华，随即扭头就走。小廖预
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快步走到铁栅栏前往
左侧的平房看，果然那里几间办公室的灯亮
着，这预示着敌人明天又要杀人了。

小廖再回头看看萧明华，立刻明白了：亲
爱的明姐姐明天就要离开我们了。她泪眼模
糊，跑到萧明华身边嚎啕大哭。另外几个难友
很快也意识到了，也跑过来紧紧簇拥着明华，
泣不成声。萧明华明白了一切。她对难友们微
微一笑：“不要紧，我早有准备了。大家该干什
么就干什么吧！”

萧明华拿出离家时母亲送给她的黄杨木
梳，请一直为自己梳头的小宋姑娘再为自己
梳最后一次头。小宋流着眼泪，解开了萧明华
的辫子，小心地梳理起来……

夜深了。囚室里只剩下一盏看守用来监
管囚徒的长明灯还亮着。难友们辗转反侧，很
难入睡。萧明华已经脱下囚衣，换上了自己的
衣裳，穿上难友们送给她的新鞋新袜。她仍坐
在地铺上，静静地为小廖最后编织着毛衣。一

针一线，编织着她的无限深情。
''月 )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镇定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发和衣

装，同难友们告别：“永别了，姐妹们，愿你们
早日自由！“她高昂着头站在戒备森严的军警
中，听完所谓“宣判”之后，她平静地坐下，从
容不迫拿起笔，留下给亲人的最后嘱托……
柱哥!香嫂"

请你们不要过分地悲伤# 千万要保重身

体$健康第一%

害你们受冤枉罪$我很不安&我相信你们

很快会自由的&

我很平静& 我祝福你们和孩子们安好&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 就让她在台湾

吧'

祝福你们$祝福父母&

千万不要哀痛$好好地(健康地生活吧'

也只有如此才能慰我九泉之心& 一定啊'

明华

三十九 (十一 (八日

清晨于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萧明华和她的三位
战友被押到沙地旁。执行宪兵军官喝令她们跪
下。萧明华突然挣脱两名宪兵的挟持，奋力奔
向沙地顶上，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刽
子手们惊慌了，立即命令开枪射击。枪声接连
响起来，萧明华倒在血泊中。她的脸朝着西方，
深情地遥望着祖国大陆，她的故乡……

上世纪 ),年代初，萧明华被中共中央调
查部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这
时，她的家人、亲友知道“我们心爱的华宝是
中共地下党秘密情报员”。

'*)%年 *月 '&日，在萧明华牺牲 $%年
后，她的灵骨从台湾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
烈士陵园安葬。墓碑的背面没有写她的生
平，只有她的战友朱芳春手书的三个字：“归
来兮！”

)摘自*上海滩+!"#$年第 %期,

"!萧明华烈士追悼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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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慢阻肺是可以防范的疾病

慢阻肺，全称“慢性阻塞性肺病”（-./012-
0345/6-5278 96:;01</= >248<48）? 简称 @ABC，
是一类以逐渐削弱患者呼吸功能、破坏肺部
组织结构为特征的疾病群，包括常见的慢性
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
肺癌等疾病。它的病理特征是持续存在的气
流受限；且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常伴有气
道和肺对有害颗粒或气体所致慢性
炎症反应的增加。通常表现为三部
曲：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最后
往往死于呼吸衰竭。本病一旦进入
进展期，通常不可逆，只能减轻症
状，阻止病情发展。而且，晚期患者
往往因为咳喘频作，动辄气急而备
受煎熬，非常痛苦。
目前，慢阻肺患病人数众多，死

亡率奇高，社会经济负担很重，而且
患者往往生不如死，十分痛苦，已成
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研究表明：慢阻肺在全球疾病死
亡原因中，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
病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
并列第四位，全球每分钟就有 +个
人死于慢阻肺。我国的流行病学调
查表明：在中国，本病死亡率，仅次于恶性
肿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而列于第四
位；", 岁以上人群 @ABC 患病率为 )D%E，
全国目前有 ",,, 多万本病患者；患病率之
高，颇为惊人。中国每分钟有 %D+人死于此
病，每年有超过 '$,万人死于此病。早就有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预测，随着抽烟人群的
没有控制及空气污染（如阴霾天）的加剧，
到 %,%, 年以后，中国将进一步进入慢阻肺
死亡的高发时间段；每年死于此病者将超
过 %,,!%%,万。

然而，非常明确的是：慢阻肺是一类可
以防范其发生及发展恶化的疾病。鉴于本病
的高死亡率、晚期的不可逆特征和极度痛苦
生存状态，及早防范此病便成了芸芸大众的
“不二选择”。

元凶明确"抽烟与空气污染#本病的罪魁
祸首是吸烟。吸烟已经被明确是导致慢阻肺的
主要危险因素。长期抽烟者比不抽烟者本病的
发生率要高出 $D+F"D(倍；而且，呈现出明显的

量效关系：烟抽得越多，量越大，时间越长，慢
阻肺患病率越高，症状往往越严重。研究证明：
长期大量吸烟与慢阻肺的发生密切相关。++E
的重度吸烟者最终发展为慢阻肺，*,E的慢阻
肺患者是吸烟者。
此外，被动吸二手烟、三手烟也是本病的

危险因素。例如，有研究证实：被动吸烟可导
致呼吸道症状以及 @ABC的发生；孕期妇女

吸烟危害更大，可能会影响胎儿肺脏
的生长及在子宫内的发育，并对胎儿
的免疫系统功能造成一定影响。
环境中的各种有害物质是本病的

又一大类危险因素：包括接触职业粉
尘和化合物、烧生物燃料（平时烧的柴
火）、室内空气污染、户外大气污染等。
当职业性接触粉尘及化学物质G烟雾、
过敏原、工业废气及室内空气污染等H

的浓度过大或时间过久，均可导致与
吸烟无关的 @ABC发生。某些特殊物
质、刺激性物质、有机粉尘及过敏原的
接触，则能使气道的反应性明显增加。
空气中的化学气体，如氯、氧化氮、二
氧化硫等，对支气管黏膜有直接的刺
激作用和细胞毒性伤害。空气中的烟
尘或二氧化硫明显增加时，@ABC 急

性发作显著增加。其他粉尘，如二氧化硅、煤
尘、棉尘、蔗尘（包括粉笔灰）等也可刺激支气
管黏膜，使气道清除功能遭受损害，发生炎
症，并为细菌入侵创造条件。
此外，烹调时产生的大量油烟和生物燃

料产生的烟尘与 @ABC发病有关，特别是烧
烤类的油烟、高温油烟，都是明确的危险因
素。
幼儿期呼吸道感染，可造成呼吸道的屏

障发育不良，成年后易于被感染；成年人呼吸
道感染后不及时控制，迁延日久等因素，都是
诱发慢阻肺的因素之一。

再者，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冬季阴霾天
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患者病情，阴霾天气不
完全是降尘的问题，一些被环境污染的病毒
性气体被人体吸入后，颗粒会在呼吸道内沉
积，造成健康损害。最新研究也表明，鼻病毒
与流感病毒是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常见原因。
上呼吸道病毒感染是慢阻肺频繁加重的原
因之一。

民国吃家
二 毛

! ! ! ! ! ! ! ! $%#念念不忘当地豆腐

对于豆腐炖鱼这道菜，'*"&年在贵州桐
梓县任县长的赵季恒曾有记述：一次赵季恒
与黄团长前去拜访张学良，张留两位客人吃
饭，当时准备的是少帅家乡的酸菜水饺。饭菜
已备，赵四小姐突然提议再加一道豆腐炖鱼。
可当时家里并没有鱼，只见张学良取出夫人
于凤至从美国为他买的套筒渔竿，邀两位客
人到家附近的河边去钓鱼。赵季恒回忆说，张
学良钓技非凡，只用一会儿就钓上来四五条
一尺上下的大鱼。回家后，赵四小姐将钓来的
鱼拿进厨房，十几分钟就端上来一盆热气腾
腾豆腐炖鱼。张学良在贵州幽禁的时候曾辗
转多地，在息烽时他对当地蔬菜产生了感情。
尤其是当地的臭豆腐，后来成为他每餐必备
的小菜。这里让他后来念念不忘的还有当地
的豆腐，即用当地的小黄豆和当地的溪水做
成的豆腐，白嫩而富有弹性。
南方人爱吃辣，但各地的辣又有分别：湖

南菜是鲜辣、四川菜是麻辣、贵州菜是酸辣。
贵州菜的酸不是醋酸，而是果酸，是当地一种
毛辣果产生的酸。山民用毛辣果和木姜籽与
酒酿一起放在坛子里发酵而成。贵州著名的
酸汤鱼用的就是这种果酸。贵州菜是由贵阳
菜、黔北菜及少数民族菜组成。以前很少有人
知道贵州菜，其实，著名的川菜宫保肉丁就是
地道的贵州菜。张学良幽禁在湖南、贵州时期
习惯了湘黔口味，这为他后来喜欢川菜打下
基础。张学良接触川菜最多的，是后来他到台
湾的那段时光。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张学
良经常与张大千、张群、王新衡交往，四家轮
流在家里坐庄请客，时称“三张一王转转会”。
张大千和张群是四川人，偏爱川菜，因此转转
会的口味就自然以川菜为主了。张学良与张
大千交往已久，在饭桌上两人除了交流书画，
也交流各自的美食经。在张大千的府上，张学
良特别喜欢他家的四川狮子头、鸡汁裙翅、绍
酒烧笋、西瓜甜汤等菜品。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现在的华阳属于成

都。因此和张大千一样，张群对川菜也有着特

殊的深情。早在上世纪 !,年代，张学良主政
东三省时期，张群就和张学良有着密切的交
往。'*!)年 '!月东北易帜，张学良在东北通
电世界：将原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
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拥戴南京国民政府，
张群就是当时国民党派驻沈阳的代表。国民
党败退台湾之后，张群也一直在蒋介石面前
力主恢复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年，张学
良被恢复部分自由后，张群就成了张学良家
中的常客，经常能品尝到赵四小姐精美的厨
艺。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经常去张群府上
品尝张府川厨的手艺。
这名张府川厨是张群同乡，也是四川华

阳人，名叫张广武。张广武早年在成都的一家
私人饭庄里主厨，后来被当地的军阀王陵基
看中，成为王的家厨。张广武烧得一手上乘的
川菜，王家每来贵客，王都让张广武主厨待
客。'*$*年张群去成都，王陵基设家宴款待，
张群对宴席中的水煮鱼大为赞叹，就在饭后
见了张广武。王陵基见两人谈得投机，当即做
了顺水人情，将张广武送与张群。

'*"*年后，张广武随张群来到台湾。张群
每次宴请张学良，必上张广武的水煮鱼。张学
良对水煮鱼的做法感到新奇，特别是把辣椒先
在油中烹炸，再加料加汤，这是他以前没见过
的做法。张学良夫妇还特别喜欢张广武的油爆
双脆，赵四小姐每次去张群家必点这道菜。油
爆双脆其实不属于传统川菜，而是张广武从山
东菜中“移植”过来的。据传此菜始于清代中期
的济南，由爆肚头一菜转变而来，用猪肚头和
鸡胗为原料，爆炒而成。张广武做这道菜时保
留了山东的食材，却是用川料调味。张学良评
价此菜色泽洁白、鲜嫩脆香，将不入流的食材
做成席中上品，实在难能可贵。张学良还喜欢
吃张广武做的空心玻璃丸子。这道菜其实就是
川菜中的糖油果子，属于传统甜品。
席间张学良与张群经常探讨对川菜的看

法。张群认为川菜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名菜，在
于其悠久的文化历史。早在春秋至西晋时期，
川菜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隋唐时期川菜
流入中州。到了明清，川菜盛行京华，受到北
方食客的好评。张学良认为川菜主要特点有
三：一是辣味诱人，二是菜式多样，三是清新
淳厚。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社会各阶层都能
接受，这就是川菜了不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