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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从未终止生命永远铭记
�

在广场两端的花岗岩墙壁上， 分别镌刻
了两段铭文，标题分别为“家国”和“信义”。

“家国”曰：“我们把祖国唤为母亲，我们
把战友视作兄弟，为了家园不再遭受荼毒，为
了亲人不再蒙受苦难，选择远行，选择战斗，

追求光明，追求和平。 ”

“信义”曰：“因为皈依信仰，坦然面对生
死；因为心怀大爱，无悔血沃中华。 中共地下
党员钟浩东夫人蒋碧玉面对保密局特务平静
地说：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
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
荣地死去

!

”

这是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铭文里第一次
出现英雄的名字———蒋碧玉， 同时也是一个
比“朱枫”更加陌生的名字。 她有一张在人海
里再平凡不过的面孔，干练的齐耳短发，眼光
温柔却不失果敢坚毅；说话声音不高不快，但
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那么坚定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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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笼罩海峡上空的炮
火硝烟已散去， 直航两岸的班机客轮以及来来
往往的人潮成为亮丽的风景。 尤其是两岸“三
通”的实现，开启了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
发展、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我们的祖国正在举
世瞩目中和平崛起， 海峡两岸以及全世界的中

华儿女， 正面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新时代。

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些
“在台湾流第一滴血”的英雄们，既是对英烈的
告慰，对一段曾经渗透、潜伏的峥嵘岁月的还原
和缅怀，更是对今人和后人的激励和警醒，我们
不能忘记这些追梦者伟大的情怀， 我们应朝着
这些追梦者未竟的目标奋勇前进。

今天，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

这些无名英雄的梦想终将会变成现实。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惊涛拍孤岛虎穴藏忠魂

解密！！！ 潜伏并牺牲在台湾的内地特工

�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近日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
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

广场是为纪念
20

世纪
50

年代为国家统一、 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在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上
的无名英雄而建。

1949

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
1500

余人
入台潜伏。

50

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遇害。

这些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英雄们，“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然而“风萧水寒，

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触摸着那一个个嵌入花岗岩中若隐若现的名字，默念着那一段段意气飞扬、壮怀激烈的铭
文，面对着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大义凛然的雕像，凝望着景观墙上毛泽东主席“惊涛拍
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的题诗，泪水几度模糊了观者的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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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英名串成一体
阴文素镌于花岗岩上

�

广场前的铜版铭文上写着：

“

20

世纪
50

年代， 大批无名英雄
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
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 不论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 还是在普天同
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 他们始终
坚守隐蔽战线， 直到用热血映红
黎明前的天空， 用大爱与信仰铸
就不灭的灵魂。 ”

广场被冬日的阳光抹上一层暖
色， 庄严肃穆中平添了几许温情。

沿着广场右边的台阶，手搭着花岗
岩墙壁上的红色扶手拾级而上，设
计单位负责人徐先生说，这扶手在
设计理念上有它独特的寓意，它就
像一根红线，将广场上镌刻的

846

个英名串成一体，象征着这些英雄
在党的旗帜下， 团结一致共同奋
斗。 洪国式、查国民、程飞远、刘天
照、王玉麟……所有名字全部阴文
素镌于花岗岩上，既暗合了隐蔽战
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其淡泊名利
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许多留白和
空格，徐先生说，因为当时被国民
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

1100

余人，

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至今无从知
晓，这里还要给他们留着，以便今
后随时增补上去。

在台阶尽头，有一块大幅铜版，

上刻一段铭文，标题为“忠魂”。 “整
个广场总共有

6

段铭文，各有主题，

从不同侧面为这个英雄群体刻画了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群像。 ” 徐先生
说。

纪念碑坐西面东， 长
14

米、高
4

米，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
原型的英雄雕像矗立于前， 纪念碑
文镌刻其后， 主碑铭阴文镌刻在巨
幅抛光花岗岩上。 它们用大实大虚
的艺术手法， 展现了隐蔽战线先烈
的丰功伟绩。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

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
像位居广场正中显著位置， 是整个纪念广场
的高光亮点。

为什么会把他们作为这个英雄群体的代
表？ 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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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宝岛台
湾。

那是
1950

年
6

月
10

日， 国民党当局将
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女共产党
员朱枫、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
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吴石将军吟诵他在狱中所作“凭将一掬丹心
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绝命诗从容赴死。 有
报道称朱枫“身中

7

枪、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英勇就义。 此案轰动台岛，当年美欧媒体
多有报道。

吴石，

1894

年
8

月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
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

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 先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日
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

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后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
长等职，深受蒋介石嘉许。 吴石很早就对中国
共产党有好感。

1938

年
8

月，在武汉会战期间
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
来、叶剑英来讲游击战争。

1947

年
4

月，经何
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介绍，吴
石和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 与共产
党正式建立联系。

1949

年
7

月，吴石奉调台湾
“国防部参谋次长”， 临行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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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保存无
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

1949

年
10

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
度失利。 为尽快了解敌情变化，华东局决定派
长期在上海、 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
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朱枫，

1905

年
12

月出生于浙江镇海名
门。

1937

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抗
日救亡运动。

1938

年初投身中共领导的出版
事业———新知书店参加革命， 此后多次变卖
家产， 资助革命出版事业和帮助台湾爱国志
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等。 先后在
武汉、上饶、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
中共地下工作， 周旋于国民党党政军界高层
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筹措经费。

1944

年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

年，奉调香港，在
出色完成任务即将回内地与亲人团聚前夕，

于
1949

年
11

月毅然接受华东局指派赴台。

1949

年
11

月
27

日，朱枫抵台，即与中共
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 一周后，朱
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 从他手中接过绝密
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 内容包括《台湾战区战
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

《海防前线阵地兵力、 火器配备图》； 台湾海
峡、台湾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
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
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另外，

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
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 这批情报通过香港迅速传递到华
东局， 其中， 几份绝密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
席。 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
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
取回时， 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
上一功哟！ ”毛泽东激动之余赋诗一首，并嘱咐
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
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

然而，

1950

年
2

月， 由于蔡孝乾被捕叛
变，岛内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朱枫、吴
石及陈宝仓、聂曦也先后被捕遇害。

1951

年，

华东局组织部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 上海市
人民政府颁发证书。

1973

年，为表彰吴石将军
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 周恩来总
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
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在吴石、朱枫等
4

人的塑像前，也有一段
铭文，标题为“光影”，其中有一句“你的名字
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你们，在烈火
中永生。 ”

荨

无名英雄纪念碑

▲

毛泽东主席题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