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英雄塑像 于明山摄

� � 2013

年
12

月末，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
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

50

年代在
台湾殉难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 这是官方第
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

公开为隐蔽战线烈士建纪念广场， 这也是第
一次。

“对党绝对忠诚， 精干内行， 甘当无名英
雄。 ”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是隐蔽战线工作
者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至高无上的誓言。 他
们是无私的人，为了革命远离名利，过着隐姓
埋名的生活；他们是无言的人，胜利了不能宣
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隐蔽战线最大特点是“无名”，如今为什
么要建造纪念广场？ 纪念的是一段怎样的历
史？ 又是一群怎样的英雄？

记者近日走进纪念广场， 缅怀那段曾经
的峥嵘岁月。

千余“潜伏者”血洒台湾
从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向北， 记者来到

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因山势而建，占
地约

3000

平方米，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首先映入眼帘的铜版铭文， 向世人揭开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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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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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9

年前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
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

1500

余
名干部，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逃军入台，

配合解放军登岛作战。

50

年代初，中共台湾省
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这名经过长征考验的
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一周后就叛变， 供出
台湾地下党所有名单， 大批地下党员被捕，

1100

余人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死。

余下
400

人侥幸逃脱追杀， 最后能回大
陆的屈指可数，谢汉光是其中一位。抗战胜利
后，谢汉光参加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
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谢汉光被国民党
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叛乱案”要犯，遭国
民党当局通缉，改名换姓隐身山林，直到

1988

年两岸开放后，以探亲之名回到故乡。 用了
6

年，中共地下党身份才得到确认，两年后与世
长辞。谢汉光只是众多中共地下党员的代表：

生存难、脱身险，回家路漫长；身份假、革命
真，审查多少年？

纪念碑上英雄无名
广场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花岗岩墙壁

上英雄的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
合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又彰显其淡泊名
利的高尚品格。查国民、程飞远、刘天照、王
玉麟……各方查找，反复确认，发现

846

位当
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墙壁有大片空白，

留给那些尚未发现的烈士。 不过因隐蔽战线
的特殊性质，有些烈士或将永远隐姓埋名。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
党史上最复杂的部分之一。 有人以隐蔽身份
告别父母妻儿， 当初的返家诺言竟成一世诀
别；有人长期隐姓埋名，直到牺牲世人都无法
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有人长期打入
敌人内部， 家人一度遭受不公正待遇……直
到今天，众多资料还说法不一，一些人口中的
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广场建成后，

68

岁的杨兰来寻找父母的
名字。养父临终前说出埋藏已久的秘密：她两
岁时，亲生父母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 沿
墙壁找了几遍，却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杨兰
相信他们的名字一定在里面。

“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
敌而求大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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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来兮精魄，

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
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
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
旌。 ”

主碑铭以典雅文言文写就，微言大义，字
字千钧。面对它，对“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
事敌而求大同”的这群人肃然起敬；对“岂曰
无声？ 河山即名”的历史定格肃然起敬；对立
碑者“噫我子孙，代代永旌”的用心肃然起敬。

令蒋公震怒的“余则成”

广场正中是一块长
14

米、高
4

米的纪念

碑，

5

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
5

个战斗场景。

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
型的塑像。 四名英雄昂首挺立，俯视整个北
京城。

《潜伏》让“余则成”家喻户晓，最贴切的
原型当属吴石， 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
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

“吴石案”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
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

1973

年，

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
1894

年生于福建闽侯县，抗战末期
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 深受蒋
介石嘉许。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吴石对
国民党当局失望，

1947

年与中共正式建立联
系。 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
“绥靖公署副主任”，虽然一直没加入共产党，

却以极大勇气和忠诚投身我党地下情报工
作。

1949

年，吴石向我党提供了《国防部全国
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蒋介石
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 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编制等核心绝密情报。

1949

年
7

月，吴石奉调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
将

298

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留
给解放军。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

1949

年
末，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度失利。为
掌握敌情变化， 华东局决定派女共产党员朱
枫赴台获取情报。

朱枫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

抵台一个星期后， 便从吴石手中拿到缩微胶
卷，内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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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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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绝密情报通过香港送到华东局，几份
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听说这些情
报是朱枫从“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毛泽东当
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
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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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石副官聂曦先后被捕。

6

月
11

日，国民党当
局将

4

人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吴石吟诵狱中
所作“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
绝命诗从容赴死。 朱枫“身中六枪”，“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

45

岁。

蒋介石下令“死要见尸”，如此震怒，是因为
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 一个
屡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委以重任
的参谋奇才，居然是潜伏者，而且竟然在所有
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中共的办
公桌上。

叛徒生活腐化变节
有英勇不屈，也有变节叛变，最令人想不

到的是蔡孝乾叛变。

1946

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湾，

就同小姨子住在一起。 小姨子是个十六七岁
的苏州姑娘，两人虽以“兄妹”身份同居，但一
个中年男人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给
日后国民党搜捕留下线索。

1949

年
7

月， 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掌
握了“老郑”

(

蔡孝乾
)

的线索，一直蹲守的特务
抓到一名

40

来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名字和身
份后，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
忆说，一眼看出此人追求享乐的弱点，便天天
给他买饺子。一周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
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
露餐厅买，吃完后伺机逃脱。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
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掌握蔡孝乾
躲到嘉义农村的消息，派特务前去查找。为避
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
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 追上去一看正
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
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却全然不顾着
装上的大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

愿交代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
让小姨子来监狱同住。

谷正文撰文回忆， “蔡孝乾久经中共
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
生活腐化，思想动摇”，道出了蔡孝乾从胸
怀远大的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
“动因”。 他感叹：如果共产党派来台湾领
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
才气， 国共在台湾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
要改写。

若授勋应先给他们
寒风习习，仍有市民前来参观瞻仰，记者

看到有位老人正在英雄塑像下摆放鲜花。 老
人说，英雄是有名的，做的是“无名英雄”。 来
鞠个躬、敬个礼，告诉他们：你们的鲜血没有
白流，我们永远同在。

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曾给予高度赞誉，他说，以后解放了，若授勋，

首先应该授予他们。

1961

年， 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
央特别委员会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

汇编成册， 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
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
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

各得其所。 ”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间。 当年笼罩海峡上
空的炮火硝烟已散去，两岸“三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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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在
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它能让思
念英雄的人感动， 也能让牺牲者的后人获得
精神上的抚慰。

冬日暖阳下， 英雄塑像前的鲜花尽情开
放。 石上之名，传奇之魂。 所创伟绩，既无人
知，亦永不遗忘。 更多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
被世人所知晓，更没有刻在纪念碑上，但是共
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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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男主角“余则成”原型吴石：

代号“密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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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让“余则成”家喻户晓，最贴切的原型当属吴石，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
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 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
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

1973

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
“革命烈士”。

� � � � 1950

年
6

月
11

日， 聂曦被
押下刑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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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