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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段岁月已渐行渐远，但往事
并不如烟，太仓临解放之时，隐蔽战线
的红色谍战依然令人难以忘怀。

首先是情报战。还在1949年2月
上旬乍暖还冷之时，中共太仓地下党
员陈有庆接到指示，约他到上海戈登
路835号华盛薄荷公司接头。他如约
而去竟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入党介
绍人——王峰。老领导在听了汇报后，
先是简要谈了一下形势，接着布置任
务，主要是了解太仓的敌情，并给了陈
有庆一份调查提纲，内容为：“了解国民
党各级机关的人员编制、枪械、弹药
等；国民党警察武装和地方武装的装
备、编制等；保警大队、自卫队及城郊一
带的保安团情况以及中统、军统等特务
机构的情况。”随后约定了下次两人的
接头地点（为昆山马鞍山脚下的公路
上）。陈有庆回太后千方百计完成了任
务，并将情报送到了王峰的手中。就这
样到了三月中旬，王峰指示陈有庆转告
太仓地下党，要求于10天之内搞出一
份《太仓敌军军事设防地图》，越详细越
好，并详细交代了敌人阵地、碉堡、暗
堡、战壕、火力点及武器装备等在图上
标注时使用的符号。这是关系太仓解
放的大事，太仓党组织接到任务后表示
一定坚决完成任务。当时陈有庆和同
志们纷纷表示，即使牲牺自己生命也要
摸清情报，让攻城部队少流血少牺
牲。陈有庆本来是以走街串巷卖布为
掩护的，这时就改扮成香烟小贩，闯兵
营、摸敌情；有的同志则装扮成收废铜
烂铁的货郎打探敌情。很快地下党就
摸清了敌人在太仓东南西北门的守卫
情况，包括工事、碉堡等。但此时发现
敌人还有一些暗堡，白天难以接近。
于是陈有庆不顾个人安危，利用雨夜，
潜入敌人阵地，摸清了敌人的暗堡、暗
沟和暗火力点。特别是为了摸清东门
的暗火力点，他白天出城后躲在东门
一个竹园旁的茅坑里，一直坚持到后
半夜，才摸清了东门吊桥外敌人两个
暗堡的大体位置。最后根据汇总起来
的情况，陈有庆和同志们发现敌人在
东门的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于是在绘
制的《太仓敌军军事设防地图》上，特别
标明“东门守军较弱”字样。接着在三
月底，陈有庆到昆山正阳桥至火车站的
大道上，将缝在棉衣中的地图交给了王

峰。后来解放军果然从太仓东门首先
取得突破。

其次是策反战。解放前夕太仓地
下党的策反工作卓有成效。如当时地
下党通过金永廉父亲担任伪保长职务
之便，让金永廉打入东郊自卫队，从而
控制了其父的一支手枪和自卫队的一
支盒子枪与十多支步枪。再如当时新
塘张家桥有敌人地方常备队的一个班
驻守，士兵对社会感到不公，特别是对
正规军欺压非正规军和百姓的情况不
满，地下党抓住时机派人主动接近他
们、关心他们，并教育他们调转枪口打
国民党反动派。后在太仓解放时，这些
士兵均主动向我军投降。在策反敌保
安团第三连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斗智
和斗勇。早在1947年的夏天，我地下
党首先策反了西郊警察分所文书柴立
平，接着通过潜伏在县警察局的同志，
推荐柴立平升任巡官，再采取逐步筛选
的方法在西郊警所不断补进我方人员，
使我方力量很快占据了半数以上。正
在准备采取滚雪球的方法，将西郊警所
的一些骨干调到其他警所进一步开展
工作时，西郊警所却被撤销，并入保安
团组建成保安第三连。我地下党马上
调整策略，利用县警察局长的矛盾心
理，通过工作，让其推荐柴立平担任保
安团第三连副连长。当时第三连的连
长是县长的亲信，所以三连很快就鸟枪
换炮，全部换上了新武器，甚至还配备
了轻机枪，成为保安团中战斗力最强的
连。地下党和柴立平则加大了策反工
作的力度，将第二排的排长张文敬策反
了过来。但事情又起波澜，张文敬突然
被调到县政府军事科工作。为了保持
工作的连续性，柴立平主动要求兼任二
排排长。到1949年时，三连中的两个
排基本被策反。但没有想到的是，就在
解放大军逼近时，3月份保安团部突然
决定让柴立平到常州军官训练团学习，
三连的策反工作只好由柴玉山继续负
责。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
江天险，此时柴立平根据地下党的指示
从常州返回太仓。由于柴立平没有正
规回太的证明文件，保安团不同意他回
到连里，眼看着解放太仓就在眼前，而
柴立平又不能去掌握部队，大家焦急万
分。此时地下党的领导果断拿出部分
活动经费，让柴立平给保安团长送礼。

结果奏效，柴立平顺利回到了部队。接
着在4月24日夜，敌太仓军、政、警集
中到城厢后向南撤退，命令装备最好的
三连担任后卫。柴立平抓住时机，在地
下党的配合下，行至葛隆时果断率三连
（缺一个排）九十余人武装起义，同时派
出机枪班控制公路桥面要道，掩护起义
部队撤到地下党指定的地方。南撤的
敌人虽然发觉三连有变，但已无可奈
何。起义部队在柴立平的带领下冒雨
向新塘方向行进，翌日拂晓到达新塘
休整待命。后来在解放军攻城前夕，
起义部队奉命挑选出具有侦察经验、
枪法好且熟悉太仓城的班长、战士二
十余人，调配给攻城的解放军，配合侦
察并兼向导，为顺利解放太仓立下了汗
马功劳。

再次是保卫战。在解放大军逼近
太仓的时候，地下党广泛发动太仓人民
开展护校、护厂、护店行动，防止敌特进
行破坏。当时地下党中有工人、农民、
教师、学生、职员等，地下党要求他们利
用各自的职业优势，组织发动本系统人
员保护工厂、学校、商店，特别是一些重
要设施。据《太仓县志》载：“4月下旬，
太师建立以杨祖熙为书记的中共临时
支部，组织学生开展护校工作，迎接解
放。”“4月坚持在县城活动的中共地下
党员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工
人、学生、职工护厂、护校护店等。”当
时，工厂成立了护厂队，学校成立了护
校队，商店里则有护店小组等，在解放
时有效地保护了太仓的厂矿企业。比
如国民党308师逃跑时，在东郊镇和记
米行门板上浇上汽油放火焚烧，火刚烧
着，就被护店职工发现，马上进行扑
救。后来积极参加护厂护校护店的青
壮年，有不少参加了解放军，据说当时
仅城厢和东郊、南郊报名参军者就有百
余人。

此外，当时还有潜伏在敌特机关的
我方人员盗取敌特名册，通过关系积极
营救被捕同志，组织反克扣教师生活补
贴、反内战、反迫害游行以及罢课、罢
工、罢市行动等等隐蔽战线的斗争。

而隐蔽战线予以配合的解放太仓
决胜主战场，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解
放太仓的攻城之战；二是围歼残敌的有
生力量之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2843部队的

《军史》中有战役总述：“解放太仓之战，
是淞沪战役外围战斗的一个组成部
分。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兵团命令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首先扫清太仓、
娄塘、嘉定、罗店地区之敌，继攻刘行、
杨行，控制以上诸点，保障我29军攻
击宝山、吴淞的右翼安全和我26军沿
京沪路（今沪宁线）攻击安亭，逼近南
翔的左翼安全，尔后协同第四兵团会
攻上海。五月十二日，战役首先由北
线发起，我军即投入战斗。83师攻击
太仓守敌，84师攻击嘉定守敌，244团
为军预备队。是夜248团、247团由东
西两面包围太仓，并发起攻击。20
时，248团一营三连首先由东门攻入
城内，乘胜勇追，将敌压迫于南门，我
三连一阵猛打，歼其一部。残敌沿公路
向上海方向抱头鼠窜，为我247、252两
团全歼于野外，俘敌千余人。21时，解
放太仓城。”

《太仓县志》则简要记载了解放太
仓的攻城之战：“1949年5月上旬太仓
的璜泾、沙溪、浮桥、双凤等乡镇先后解
放。1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83师
247、248团由东西两侧包围县城，华东
警备区8旅一个营佯攻北门。晚上8
时左右攻城，首先突破东门，至深夜，全
歼国民党军308师 923、924两个团。
至此太仓全境解放。”

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66
辑，原国民党军308师师长单栋的文章
《国民党“308”师在太仓》中则说，当时
其在太仓还有两个团七千人左右，但已
无守志，只是研究如何逃跑。所以当时
只是盲目射击，马上撤退，结果在太仓
到嘉定之间，被设伏的解放军基本全
歼，据单栋说，当时一个连只剩下十余
人。这是原敌308师师长自述其在运
动中被歼之事实。

而战役之所以进展顺利和战果辉
煌，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和向导作用功不
可没。作为整个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小
战役，解放太仓之战既是调动敌人，在
运动中歼灭敌人，并尽可能减少对城市
破坏的成功战例；更是正面战场和隐蔽
战线协同作战，取得成功的典范。

主要参考资料：解放军52843部队
军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

《太仓县志》；《黎明前的战斗》（陈有庆）
等。

五月是国际劳动者的节日
挥汗如雨、笔耕砚田
五月是中国青年的节日
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五月是伟大母亲的节日
舐犊情深、呕心沥血
五月是白衣战士的节日
妙手仁心、救死扶伤
五月是我们的浩瀚天空
鹰击长空、展翅高飞
五月是我们的苍茫原野
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五月是我们的辽阔海洋
鱼翔浅底、自由自在
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
繁华锦簇、绿树成荫
欢迎您，五月的鲜花
尽情怒放、永驻心间

得到赵居俭校长离世的消息，不禁
潸然泪下，与赵校长相处的一件件往事
顿时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于1960年到璜泾中学就读，有
幸成为赵校长的学生。那时学校条件
虽然十分简陋，但在省群英会名录上却
榜上有名，能到这样的学校读书，当然
十分开心。可惜那时正值我国连续遭
受三年自然灾害之际，学生辍学现象十
分严重，为此，赵校长带领全体老师挨
家逐户进行家访，动员学生克服暂时困
难，回校学习，同时又发动全校师生种
蔬菜、栽山芋，共克时艰。从而让我们
这些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学生完成了
学业，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
基础。

五年后，我回到母校工作，又有幸
成为赵校长手下一名教师。而那时正
是十年动乱时期，赵校长又是党支部书
记，曾一度受到冲击，他一次次被批斗，
批斗后，还得按上级“复课闹革命”的
要求，处理学校日常事务，还要亲自带
头为学生授课。此时的赵校长话更少
了，他忍辱负重，依然是事必躬亲，尽最
大努力恢复教育秩序，竭力尽一位教育
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随着形势逐步好转，教育秩序逐渐
恢复，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又摆在老校
长面前，根据上级开的口子，在一无资
金、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的情况下，赵校
长到处奔波，白手起家，土法上马办起
了校办厂，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学校办学条件因此得以改善，
学校规模得以扩大，教育质量也稳步提
升。就在这时，赵校长被调到太仓工
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22年的璜泾
中学。然而，赵校长兢兢业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璜中
的师生，尤其他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
动告诉我们，面对困难该如何应对，努
力克服；身处逆境当如何坚守，不忘初
心；碰上机遇应如何及时把握，开拓进
取……所有这些更让我们终生受益。

尽管师恩难忘，但我与赵校长联系
很少，倒是赵校长一直关心着我。记得
在我调离母校到新单位报到时，年过半
百的赵校长居然骑着自行车往返三四
个小时来为我送行。更让我难以忘怀
的是，就在前年，九十岁高龄的赵校长，
拖着中风后行动不便的身体，让儿子开
车，也是往返几小时来看望我这个默默
无闻的学生、普普通通的教师，为的是

喝杯清茶说说家常话。我由衷感到，能
有这样的良师、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忘
年之交，平生足矣！赵校长就是这样诚
心实意地对待着他所熟悉的每一个人，
因此深得大家的敬重与爱戴。也就在
三年前的春天，我们同届同学在母校聚
会，会上一致同意请聚会的组织者代表
大家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第二
天他们便去了，据说，年逾古稀的老学子
与九十高寿的老校长开心得都像小孩，
仿佛是半个世纪前师生同乐场景重现！

我也曾经多次登门拜访老校长，赵
校长与师母长期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建造的公寓房里，窄窄的楼梯，矮矮
的楼层，小小的卧室，陈旧的家具，最注
目的莫过于橱里的书籍和墙上贴的师
母所书的字画。去过他家的人或许都
会觉得：室如老校长其名。对此我也一
直感到困惑，校长是离休干部，师母是
退休医生，两个儿子都很优秀，照例他
们的居住条件完全可以更好些。有次
我终于把我的不解说了出来，师母哈哈
一笑，说：“儿子早就给我俩弄了一套新
公寓房，那里条件忒好，老赵反而不习
惯，用惯这儿的东西，习惯了这里的环
境，觉得还是这里好。”从师母轻描淡写

的一个“惯”字里，让我看到了二老不图
奢华、安贫乐道的心态与情怀。斯是陋
室，德者居之，何陋之有？

在与赵校长的交往中，他给人的印
象是务实、低调、平易近人，做的远比说
的多，做的远比说的好。我不记得赵校
长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有一句话让我印
象极深——“学好科学知识，才能更好
地报效祖国。”这句话所体现的不仅仅
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莘莘学子的劝
勉，也是一位基层教育领导对学校培养
目标的认知与坚守，而且一辈子为之孜
孜以求。

赵校长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一辈
子，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淡泊名利，不
图奢华，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蓦
然，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
句在我脑海中跃然而出，赵校长不就是
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奋
力耕耘的老黄牛吗！进而思之，社会主
义新中国不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奋斗在
各条战线上的老黄牛用鲜血、用汗水、
用智慧共同铸就的吗？可敬的老黄
牛！不朽的老黄牛！老黄牛精神必将
会薪火相传！

红色谍战迎黎明

这学期开学不久，一天女儿放学回家，带回一张
小纸头，打开一看，只见密密麻麻数十颗深褐色的蚕
籽分布其上。女儿说，这是科学课老师布置的作业，
让大家学习养蚕，还要写观察日记。

养蚕似乎是每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一项家庭作业。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
候，母亲也陪我养过蚕。如今轮到我陪女儿养蚕，饶
有兴趣的同时，心中又是一种别样的感觉。

蚕籽刚到家那几天，天气突然升温，让人恨不得
脱了羽绒服直接换短袖，完全没有江南早春三月乍暖
还寒的意思。女儿问，万一蚕宝宝孵出来了怎么办？
我说，那就麻烦了，现在桑树还没长叶子呢，蚕宝宝出
来要饿肚子了。不如先把蚕籽放进冰箱，骗骗它们，
让它们以为现在还是冬天，等桑树发芽再让它们出
来。过了几天，女儿跟我说，还是拿出来吧，怕冻死了
它们。

我读小学的时候，班里几个调皮的男同学把蚕籽
藏在内衣里，用自己的体温“人工孵化”。感受到温暖
的蚕宝宝果真破壳而出。几人不堪其扰，下课后聚在
一起，像猴子捉虱子一样互相扒拉衣服，其形狼狈不
堪，令人忍俊不禁。

进入仲春，万物复苏，树木都长出了嫩绿色的新
叶，姹紫嫣红的各种花儿争奇斗艳，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蚕籽的颜色比之前变得深了些。女儿有些心
急，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看看，说她有的同学都已经孵
出蚕宝宝了。一天，女儿回家放下书包，突然在房间
里欢呼起来。我过来一看，三只线头大小又黑又瘦的
小东西趴在纸上探头探脑。女儿教我，这种刚出生像
小蚂蚁一样的蚕宝宝叫“蚁蚕”，并把给蚕宝宝寻找桑
叶的重任交给了我。

这可难为我了。《论语·微子》里，荷蓧丈人当着子
路的面奚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假如真的穿越到两千年前，我肯定也会被嘲讽为肩不
能挑手不能提、连桑树都不认识的废材。好在现代社
会科技发达，手机上下载APP，对小区里的各种高矮
树木一顿乱扫之后，我悲哀地发现，一棵都不是。

女儿紧急给阿公阿婆打电话下达任务。孙女的
话就是圣旨，两位老人立刻联系乡下亲友找到桑树，
坐着公交车到乡下把桑叶带回来，蚕宝宝们这才吃上
蚕生第一顿饱饭。

记得我小时候养蚕那会儿，寻找桑叶也是一桩麻
烦事。离家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后院篱笆边上种了一
棵小桑树，我和同学曾去偷摘桑叶。后来再去，却沮
丧地发现桑树已被人砍去，空余一树桩。现在回想起
来，也许是当时我们薅羊毛下手太狠，把本就不大的
树苗活活薅成了葛优，主人一怒之下才出此绝户之
计。直到母亲在单位里找到几棵桑树，蚕儿的口粮问
题才得以解决。

每当游览江南古镇，看到路边的丝绸店里那一件
件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丝巾华服，我总会驻足欣
赏。江南自古就是丝绸的重要产地。古时家家养蚕、
户户种桑的景象，如今已不复见，规模化的机械生产
早已替代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桑树不属于城市
绿化常见树木，路边偶尔出现的几棵桑树还有被喷洒
杀虫剂之虞，因此“采桑城南隅”也就成了奢望。我们
只能在古诗中脑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山水
田园生活。

蚕儿蜕了几次皮，身材越发丰腴壮硕，泛出青玉
一般的光泽，有虫恐症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我和女儿
却觉得十分可爱。唯一令人伤脑筋的，是它们和体型
一样与日俱增的食量。偶尔一次忘记投食，桑叶便被
啃食殆尽，只余叶脉叶柄。女儿说，她有个同学老家
就是专门养蚕的，听说家中蚕儿无数，饲养非常辛
苦。“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劳动强度远
超“996”。

蚕儿们吃够了桑叶，身子发黄发亮，便陆陆续续
“上山”，独自找一个角落，先吐出一片云雾状的薄丝
把自己裹住，然后继续连丝成片，最后结成一个厚厚
的结实的茧，安安静静地躲在里面化蛹。我小时候养
的蚕，结的都是最普通的白茧。同学之间相互炫耀各
种不同颜色的蚕茧，金黄、粉红、青绿……我自己一个
也没有。至于蚕儿接下来的命运，或是化羽成蛾，交
配产籽，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生命轮回；或是被送入工
厂，缫丝纺绸，用自身生命的升华换来人们高质量的
生活品质。

明代贤吏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其中一篇寓言
《蛛蚕》，描写了蜘蛛与蚕之间的一番关于生命价值的
讨论，读来颇多趣味。 蜘蛛笑话蚕“口吐经纬，黄口
灿然，固之自裹”，最后却被蚕妇丢进开水抽丝，“不亦
愚乎”。蚕回答道，虽然自己丢了命，但自己的劳动和
付出却是有价值的，“我所吐者，遂为文章，天子衮龙，
百官绂绣，孰非我为？”并反诘蜘蛛，“蚊虻蜂蝶之见过
者无不杀之，而以自饱。巧则巧矣，何其忍也！”蜘蛛
落了下风，但口气仍然很硬：“为人谋则为汝，自谋宁
为我！”

蜘蛛所代表的利己主义，与蚕所代表的利他主
义，谁更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答案不言而
喻。女儿还太小，这些道理她还不懂，她只是趴在桌
子上，兴趣盎然地观察蚕儿短暂的一生。

□思 维

陪女儿养蚕
□林亮

欢迎您，五月的鲜花
□潘武庆

师恩难忘
□亦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