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12022年5月13日华盛顿中文邮报
The Washington Chinese Post 纪实文学

走出文革连载30

民国风云录连载7

走出文革

本报特约作家本报特约作家 叶志江叶志江

民国风云录

本报特约作家本报特约作家 陈志飞陈志飞

（接上一期）
二中全会正式通过北伐决议，

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负责组织北伐总司令部。蒋同时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
长。蒋的盟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
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
会主席。

本来众人一致推举李宗仁担
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对于这个战
功显著并力促北伐的急先锋，可谓
名副其实。但是，李宗仁尚有避嫌
之德，他不想让别人以为自己力促
北伐就是为了升官，所谓“以义始
而以利终”，因此极力推荐刚倒戈
过来的湘军师长唐生智担此要

职。其他人虽然不同意，无奈李宗
仁态度坚决，形势又不容等待，于
是大家不再勉强，竟改举唐生智出
任前敌总指挥。

唐生智倒戈隐含的军事投机
倾向引起了陈独秀的警惕。陈后
来于 7月 7日在《向导》上发表《论
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中不指
名地点出：“若其中夹杂有投机军
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使有
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
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当蒋介石
在北伐前线读到此文时，误以为陈
独秀在攻击自己，非常恼怒，写信
让国民党中央与中共交涉。

1926年 7月 4日，国民革命军
正式发动北伐战争。李宗仁第七
军为左路，唐生智第八军为中路，
李济深第四军为右路，同时向吴佩
孚军队进攻。三军士气如虹，所向
披靡，7月 11日即克复长沙。第二
期作战于8月19日开始，从汩罗河
战线发动全面进攻，到 8月 23日，
北伐军就拿下了军事重镇岳州。
大批吴军被北伐三军包围，纷纷缴
械投降。

战至此时，李济深第四军和李
宗仁第七军表现更好，分别被媒体
誉为“铁军”和“钢军”，战绩都超过
了唐生智的第八军。这并不奇怪，
因为前两者是受到革命精神洗礼
的官兵，作战更加勇敢和坚强。但
是，由于吴军官兵中两湖人最多，

他们不愿意向两广军队投降，宁可
向前湘军的唐生智第八军投降，结
果，步调慢一点的第八军反而收编
了最多的俘虏，缴获了最多的武器
弹药。

对北伐大军来说，在通往武昌的
大路上，只剩下了两个军事要隘——
汀泗桥和贺胜桥。夺下汀泗桥的重
任交给了第四军。他们于8月26日
凌晨开始攻击，激战一昼夜，双方死
伤不轻。北伐军虽在桥南端取得进
展，然而汀泗桥仍然不克。

深夜双方休兵之际，第四军第十
二师师长张发奎派叶挺独立团向汀
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
抄敌人。当夜，张发奎亲率黄琪翔第
三十五团，利用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
十只，将该团偷渡过去。第二天凌
晨，叶、黄两团突然猛攻守军后侧，正
面部队趁势强攻，守军顿时大乱，全
线溃败，夺路而逃。北伐军一举而克
汀泗桥。

吴佩孚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略
要隘贺胜桥了。他见情势危急，自己
亲到桥头督战，手持大刀，亲砍旅、团
长十余人，令悬其头于电线杆上，以
示退者必诛。因此，守军的抵抗极为
顽强，机关枪向北伐军盲目扫射，疾
如飙风骤雨。北伐军士气冲天，尤以
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张发奎第十二
师最勇，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
所在地为目标，齐向枪声最密处抄
袭。守军不支乃弃枪而遁。吴佩孚

乃以大刀队阻遏，溃兵因后退无路，
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
而过，夺路逃命。

北伐军勇克贺胜桥后，本想乘敌
军喘息未定时，一鼓作气拿下武昌。
岂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
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且吴佩孚
的守城部队已早有准备。北伐军一
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
时俱发。北伐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
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
两次攻城均告失利。

在北伐军在到达武昌之前，官兵
士气极旺，大有“武昌指日可下”之
势。而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尚未立
功，让他内心急躁起来。于是他调第
一军刘峙第二师赶赴前线，要求该师
攻城时带头冲锋，让各军跟着冲上
去。他自恃有东征时强攻惠州城的
经验，没有把武昌城放在眼里，只想
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显示一下实力。

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已有不快
发生，他随即表示，刘峙师只是学生
军，没有战斗力，应该远离前线。蒋
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
奇辱。转而训斥第二师师长刘峙说：

“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
虽积尸累城，亦所不恤！”

蒋介石到达前线后，于 9月 4
日的军事会议上，没有分析和研究
敌情，就武断地下令：“武昌限于48
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
定要攻下！”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听

命。蒋这是想用正式的场合强调
自己的领袖地位，不容许任何以下
犯上的挑衅。

岂料在接下来的第三次攻城
战中，忽然军中谣传刘峙师已攻入
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
益发奋勇争先，死伤动辄整连整
排，仍无入城之望。最后才知道是
该师误报军情。这令蒋介石羞愤
得无地自容，他在日记里自表：“有
生以来，愧悔愁闷，未有如今日之
甚者也 。”

另一方面，唐生智第八军的两
个师迂回逼近汉阳，兵不血刃，就
迫得守敌反戈，一举拿下汉阳和汉
口，使得武汉战场反败为胜。这一
来，唐益发桀骜不驯，干脆给蒋写
了封信，说这里的战事大局已定，
本前敌总指挥领本部兵马完全可
以对武昌城实行长期围困，直至守
敌投降，蒋总司令大可放心率领其
他精锐之师开辟新的战场，云云。

蒋介石看过信后，知道唐某人
希望他离开此地，虽然愤怒于心，
但也深感无奈。他在 9月 14日的
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赴赣，不再
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也
就是说，他要亲自到江西战场上，
证明给唐生智和其他将领看看。

不过，蒋介石将指挥重心转入
江西，在大局上完全正确，遵循了
北伐军原订的战略计划。唐生智
的排挤只不过刚好歪打正着而已。

节选五节选五 北伐与暗斗北伐与暗斗

在烈日和暴雨下
(接上一期）
这个回答也很妙，上帝说人人

都会犯错误嘛。但红卫兵们不懂
幽默，折腾到最后，胡终于被迫亮
了他的底线：

“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胡耀
邦。”

在这之后，任凭红卫兵们如何
折磨他，他死也不开口了。红卫兵
们只好解嘲地自己高呼“打倒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草草收
场。

如同他在人民大会堂的手舞
足蹈，他手脚被缚的这一幕也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中了。在他后来从
总书记的位子上突然离开政治舞
台的时候，他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似
乎格外鲜明起来。

在我年青时，我总是不可救药
地去关注大人物之间的政治斗
争。当李维康和身旁的彭真亲切
交谈，出色地完成着团中央交给我
们的陪同任务时，我头脑里却在好
奇着彭真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当舞台上出现毛泽东的巨大照片，
全场掌声雷动时，我转向彭真，出
乎意外地看到了他严肃冷峻的目
光。

我心头为之一震，仿佛是偷窥
了天国的秘密。

一个月前，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敲响了文革大戏开幕前的
紧锣密鼓，但北京市委拒绝在北
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四
个月后，毛泽东便在杭州主持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
反党罪行。

1965 年 12 月 9 日正是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彭真的目光自
然是他内心的表露。

当汹涌的政治斗争暗流正在
积聚力量，如同地壳下的板块在
互相挤压时，中国的老百姓正在
享受大饥荒后的温饱和相对轻
松的日子，全然没有意识到覆盖
整个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即将来
临。

1966 年早春，北京市委组织的
学习毛泽东思想交流会便是在这
样的政治气氛下召开的。对即将
被毛泽东下令改组的北京市委而
言，这多少有点像是在“临时抱佛
脚”。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
带领我和“200 号”（清华大学核能
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代号）的一
个教师代表到西苑宾馆参加了这
次会议。

我和李维康在那里不期而遇。
会议期间的一天，代表们被

安排去人民大会堂听大庆油田
“铁人”王进喜的报告。当我在
西苑宾馆登上一辆去人民大会
堂的大巴士时，突然看到李维康
正站在车门口向我微笑。这意
外的相遇使我们分外高兴。当
我们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听报
告时，我们已像久别重逢的朋友
一样倾心交谈了。

人生的轨迹就是这样奇妙。
如果没有这次临时抱佛脚的会议，
如果我登上的是另一辆大巴士，在
茫茫人海中，李维康在我的记忆中
不过是惊鸿一瞥罢了。

虽然她从十二岁就开始演戏，
但这次交谈给我的感觉是，她依旧
单纯可爱得像是一个和你邻桌的
中学生，让你很想为她做点什么
事。

文化大革命给了我这样的机
会。

1967 年秋天，清华大学红卫兵
组织井冈山兵团庆祝成立一周年
时，准备邀请剧团演出样板戏。听

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即自告奋勇去
中国戏曲学校联系。我知道，当时
全国所有学校的业务尖子统统被
打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受到批
判。作为中国戏曲学校的业务尖
子，李维康一定难逃厄运，或许我
可以利用这次演出的机会帮她一
点什么忙。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历尽磨
难，偶尔也会想到李维康的处境，
但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可
能对她施以援手。

1966 年冬的一个晚上，浙江大
学的竺苗龙，北京航空学院的范兴
言等人相约到清华找我。他们在
文革前都是名扬全国的红专典型，
文革时受到批判。

在清华三院后面一块黑暗的
空地上，我们一起探索今后的命
运。人如其名。竺苗龙仰天长啸，
愤恨对他的批判不公，想要上诉中
央，讨回公道。而范兴言沉默寡
言，只打算逆来顺受。我则劝他们
静观待变，说了些天生我才必有用
之类的废话。（文革后，竺苗龙成为
中国航天力学专家，并出任青岛大
学校长，又成了报刊上的新闻人
物。而范兴言则默默无闻地在湖
南大学任教。）

那天晚上，我也想到了李维
康。

当我在李维康的宿舍里见到
她时，她告诉我她曾到清华找过
我，但我已离开学校，去外地了。

一年不见，她脸上天真的笑
容已被密布的愁云替代。文革开
始后，除了和我一样享受高规格的
批斗和大字报的辱骂嘲讽外，她还
获得了一项特殊待遇：每当烈日当
空或者大雨倾盆时，她都要站在操
场中的一张桌子上，一边享受暴晒
和雨淋的感觉，一边高声背诵：“毛
主席教导我们：‘要经风雨，见世
面。’”

老舍的一篇作品曾被选入中
学课文中，讲的是骆驼祥子在烈日
和暴雨下拉车谋生的艰辛。在老
舍的笔下，这暴晒和雨淋的感觉如
同受刑。

在烈日下，“整个老城像烧透
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在暴
雨下，“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
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
浇”。

我实在佩服戏校学生的灵感
和想象力，能将毛泽东语录和老舍
的文学作品揉合成对肉体和灵魂
的戏剧性折磨。

当然，文革期间人为的烈日和
暴雨比自然界的烈日和暴雨要酷
烈得多。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
样，李维康也被人为的烈日和暴雨
所折磨。

让李维康最痛苦的是，她被剥
夺了唱戏的权利。她不仅不能上
台演出，就连吊嗓子和甩甩腰腿之
类的日常练功也在禁止之列。

暴晒和雨淋可以损坏她的形
象，禁止演出和练功可以废掉她的
武功。那些嫉妒她的人真是用心
良苦！

对于这一切，李维康显得很无
奈。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深处是不
甘心的，她渴望回到舞台上。

和全国所有单位一样，当时
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也分成了
两派。他们的分法倒也简单有
趣：演《沙家浜》的学生和演《红
灯记》的学生分别成了两派的核
心。演胡传魁和李玉和的学生
也就分别成了两个红卫兵组织
的“司令”。

李维康说，《沙家浜》这一派的
学生对她比较宽容。我决定去会
一会这位“胡司令”。

胡司令和他的一班人马在一
间教室里迎接我这个从井冈山来
的“贵客”，他们已听说我要在戏校

挑选一个剧团去清华演出，这可是
他们和《红灯记》这一派竞争的大
事。

那胡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刁德
一”等人都是十多岁的大孩子，一
个个乳臭未干，可是和《沙家浜》里
的人物却又惟妙惟肖。尤其是胡
司令，矮矮胖胖，还挺着肚子，活脱
一个胡传魁的袖珍版，令人发笑。

我忍住笑容，向他们宣布我的
挑选标准只有一条：要讲政策，团
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特别是要团
结李维康，不能搞体罚，要支持她
上台演出。

文革初期，清华井冈山兵团是
全国闻名的红卫兵组织，对胡司令
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舞台上的
胡传魁投靠了日本皇军，这舞台下
的胡司令决定投靠清华井冈山兵
团。

胡司令两手在腰间一插，向我
保证他们一定会保护好李维康。
站在他旁边的“刁参谋长”一边点
头，一边若有所思。我猜想他

一定是想起了《沙家浜》智斗那
一场戏里的台词，觉得李维康“这个
女人不寻常”，居然和清华井冈山兵
团的人“有来往”，今后可得对她“安
排照应更周详”。（未完待续）

节选六节选六 初现裂痕初现裂痕
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率

北伐军入江西后，与直系军阀孙传
芳的精锐部队大战两个月，几番胜
负。尤其是攻打南昌城，北伐军前
后共打了4次才完全占领。终于到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彻底摧垮

强敌，完全肃清了孙传芳在江西的
兵力。

在此期间，被围困已久的武昌
守军发生哗变，帮助唐生智所部拿
下了武昌城。另外，孙传芳从福建
策动进攻广东弄巧成拙，反被何应
钦率部击败。整个北伐的形势大
好。

对于蒋介石来说，身为北伐主
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报刊上也天
天充满了歌功颂德的报道；可另一
方面，在这半年多的个人经历中也
体会到了太多的挫折。与唐生智
的争斗，自己嫡系部队的不争气，
强攻武昌和南昌的沉重代价，非嫡
系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自身的错

误，都使之难以释怀。就在攻克南
昌的当日，蒋在日记中竟然没有胜
利的喜悦，反而写道：“晚后唏然
曰：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历史
无事实，事实绝不能记载也。知我
者其惟鬼神乎？”

非嫡系将领的不满主要是因
为蒋总司令对其嫡系第一军的特

殊照顾。蒋不仅在军需分配上偏
心，在治军上对该军更是不论军法
而好私情。三军将佐对蒋总司令
的道德作风留下了很差的评价。
李宗仁说：“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
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
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
甚。”(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