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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正是难得的军事情报

胡宗宪是广西将领廖磊的内侄，也是吴
石在陆大时教过的学生。他对吴石十分尊
敬，每次从武汉回到南京，都要去看望心仪的
老师。
这一次，恰巧吴石不在家，他就与吴仲禧

聊起来：“是吴石老师介绍我在‘华中剿总’参
谋处担任情报科长职务，这次出差来南京带
了‘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一份作战态势旬
报请吴石老师指点。”吴仲禧接来一看，这份
旬报虽只有 !"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
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
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
计数字等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难得
军事情报，他边看边说：“这些材料对研究战
略、战术太有帮助了。”胡宗宪只知道吴仲禧
是吴石的挚友，也是同道，却不知道吴仲禧的
真实身份，加上在柳州时就相识，看吴仲禧这
样认真一页一页地翻阅，冲着吴仲禧说道：
“吴长官如有兴趣，待我回武汉后也寄送吴
长官一份，请多多指正。”吴仲禧喜出望外，
当即将通讯地址写给胡宗宪。后来，胡宗宪
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寄到吴仲禧在上海交
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直至
#$%&年底没有中断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认
为，这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
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旬报中
对我军的判断亦很注意。当时在上海负责联
系吴仲禧的刘人寿常去电话探询收信情况。
#$%&年夏，刘人寿离沪在香港述职期间，还
特意介绍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黄景荷
定期前去取回。

#$%&年 '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
员。不到一个月，就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
行前，他专程到香港请示上级潘汉年、张唯
一。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
是杜聿明，参谋长是李树正。李树正是吴石的
学生，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
与吴仲禧面熟。为了完成使命，吴仲禧途经南

京时，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在
亲笔信中告诉李树正：吴仲禧中将是
自己多年的同学、好友，请多加关照，
给予方便。

酷热的 $月，经过一路的辛苦，
吴仲禧到达徐州“徐州剿总”司令部，
适逢刘峙、杜聿明在前线视察，李树

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见是老师的好友又加
上曾经相识，对吴仲禧分外客气，一再说：
“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
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面来报
到就可以了，何必这样辛苦亲自来呢(”吴仲
禧只好敷衍：“国防部要我来了解点情况，以
便回去好汇报。”李树正自然不知底细，硬劝
他先休息两天。吴仲禧虽然心里焦急，也只得
等待机会。
两天后，李树正带吴仲禧到总部机要室

看作战地图，边看图边简要介绍有关部署。在
机要室，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
详细标示从商丘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
番号、兵种、驻地。因李树正在旁陪同，吴仲禧
只好默记要点，托辞劳累，改天再看，李树正
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改派一位参谋带他
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迅速将蒋军
的主要布置笔记下来。重要情报到手了！吴仲
禧内心高兴极了。
为了送出情报，吴仲禧托辞因身体不适，

要到南京看病，旋即结束在“徐州剿总”的“工
作”。
他从徐州登上火车直奔上海，一到上海

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地下党组织汇报，由中
共地下报务员用地下电台直报中共中央情报
部。后来，吴仲禧回忆：“这次任务的完成，如
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
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
的。”
对于这一情报的重要价值，《李克农———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提到：
“#$%&年 $月中情部就收到上海潘汉年系统
发来的《徐州剿总情况》的电报。电报内容包
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哪些兵团、
主官姓名、兵力配备……还有：徐州‘剿总’对
共军可能发动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
图等。这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关于徐
州一带敌情的情报，最早又比较全面，有利于
组织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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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鱼头汤，就着葱花蛋，钟雨清干完了
两盅“大壶春”，舒服得哼哼了两声。他正想躺
一会儿，电话却响起来。乔寄虹拿起喂了声，
两眉警觉地一跳，回头对钟雨清说：“你的。”
钟雨清很不情愿地拿过电话，一听那声音，心
口立地紧了。
“你听得出我是谁么，钟雨清？”

电话里是个女声，声音不稳定，像从
很远的天际传来。这电话使他的血
管一下子胀得紧紧的，酒意一抖擞
便散了个干净。

香樟苑里阳光灿烂，空气里洋
溢着令人欲醉的樟树叶香味。钟雨
清和乔寄虹是半年前回到香樟苑来
的。他们在《江海日报》工作了几年，
最终却没在市区扎下根来。户口、编
制、职称，像三把钳子紧紧夹住了他
们的咽喉。伍诗中退休后，他们更觉
势孤力单。经过几番挣扎，他们决心
告别报社，回到了天仓县城。

留职停薪者回来工作，这种事
并不少见。但大院同事见钟乔两人
回来，议论却是最多。有的说，好马
不吃回头草，他们不是两匹千里马
么，怎么奔出去扑腾这些年，最后又
灰头土脸回来了？也有说他们好高骛远，现在
不仅两手空空回来，反而把原在大院应得的
位子也丢掉了。如果两人不去报社，也许处级
也升了；尤其是钟雨清，人那么聪明，县里提
拔他当了哪一个局的局长也未可知。

不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生起
伏还真是难说。他们回天仓县没几个月，县里
召开人大，大院里也要选个干部代表，钟雨清
被选上了。
这事本来不值一提。大院里的人民代表，

基本任务是开座谈会收集社情民意，然后在
人大会议上发言集中反映。这工作不轻松，得
花大量业余时间，做许多细致的活。钟雨清被
选为代表后，做得十分认真。他开了不止一个
座谈会，写了好几份提案，还返回大院向同事
征求意见。他做这些事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他
也清楚，当人民代表不可能有任何功利。
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人大召开前，上级部门找到钟雨清商量

一件事：选举副县长按规定采用“差额选举

法”，七选六，需要有个代表来做那个“差额”；
组织上考察下来，认为钟雨清各方面不错，希
望他能出来当这“差额”。钟雨清觉得这是组
织需要，遂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钟雨清的名字代表们并不陌生，

他过去在县里当新闻发言人也好，在《江海日
报》当记者也好，名声早在县里传开，大家对

他还颇有好感。正式选举那天，他这
个充数的“差额”候选人，得票数居然
冲到前头，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跑龙
套赶过了大花脸”，钟雨清竟被选为
副县长！

这事，不仅钟雨清没想到，老谋
深算的领导们没想到，大院里所有人
都没想到！这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
遍了天仓县城。许多人来到乔寄虹办
公室，争相告诉她这个喜讯。乔寄虹
起初不相信，还以为是恶作剧，后来
不下十人来重复这事，她才信了。

那天下班后回到家里，乔寄虹也
不烧菜，也不做饭，就坐在椅子上，静
静地等钟雨清。直到天色擦黑，钟雨清
才回来。乔寄虹第一句话就问：“人代
会上那事是真的？”钟雨清说：“真的。”
乔寄虹问：“怎么个情况？”钟雨清说：
“人大刘主任宣布选举结果：杨逢春

'#'票，我 '#"票，石大光 ')#票……根据《选
举法》，我就被选为副县长，得票数排在最后
的林去非就落选了。有人看见，老林当场晕倒
……”乔寄虹说：“有人说这是天上掉馅饼。”
钟雨清说：“不能这样说吧。我是全体代表正
儿八经选出来的。”乔寄虹说：“如果上面批下
来，你就干了？”钟雨清说：“那怎么办呢？我不
干对得起那些代表吗？”乔寄虹问：“你干得了
吗？”钟雨清说：“干不了就学么，谁天生就会
干的呢？”乔寄虹看着钟雨清，没有说话。过了
一会儿，她眼圈红了，泪水缓缓流下脸颊……
此刻，电话里的那女子说道：“不见你这

么多年了，听说你当了副县长？”钟雨清嗯嗯
着，不想让乔寄虹听到他们对话。

女子又说：“这个月我要来天仓县一趟。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见个面，你不会拒绝
吧？”
钟雨清依然支吾着，心跳得很快。他没想

到她会来电话。乔寄虹耳朵支棱着，她已经听
出那是谁，但她没有点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