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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五）
黄振国

“隐蔽将军 ”刘少文 （1905
年-1987 年），河区河港镇
人。 1925 年入党并赴苏联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1955 年被授
予中将军衔。 由于刘少文多年
来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出
头露面的机会较少，所以世人、
特别是家乡人对他知之不多 。
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他长期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
1925 年 6 月， 刘少文在有

王若飞参加的仪式上宣誓加入

中国共产党。 同年 10 月，刘少
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 期间，刘少文担任了本年级
党支部书记， 掌握了流利的俄
语， 为后来从事中国共产党与
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

础。1927 年 2 月，大革命形势危
急之际， 刘少文担任苏共代表
团翻译，随团回国参加大革命。
到达上海时， 正值蒋介石叛变
革命，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
变的第三天， 白色恐怖笼罩着
十里洋场。 几经周折，他才随苏
共代表团到达国共合作还未破

裂的武汉， 参加了党的第五次
代表大会。 其后，党派刘少文随
苏共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国

民党湖南省委工作，又逢“马日
事变”爆发。 因当晚居住在苏联
领事馆内，刘少文才幸免于难。
在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期间 ，
刘少文及时把陈独秀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反映给苏共有关人

员，促使共产国际决定“应该讨
论陈的去留”，为扭转中国革命
时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34 年 2 月， 刘少文辗转
到达江西中央苏区。 他被任命
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 ，
并主编军事杂志 《革命与战
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
治教导员。 因此，周恩来曾称赞
他是“既能秘密书写，又能提纲
挈领，更能深入人心”。 同年 10
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扭
转党的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担任

秘书工作， 亲身见证了党史上
最伟大的一章。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红
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为
密切两军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
方面军工作，担任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
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
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
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
志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 、贺
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

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 有利、有
节的斗争。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
爆发后， 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
危险环境中工作， 默默无闻地
完成着党交给他的 “许多具体
而细微的任务”。 在当时军事、
政治斗争中， 许多工作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却又鲜为人知 。
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史专

家所说的，刘少文从事的是“无
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7 年 4 月， 遵照党中央
决定 ， 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 。
“七七事变 ”后 ，被调到中共驻
上海办事处任秘书长、副主任，
协助前两任主任李克农、 潘汉
年工作。 1937 年 11 月，早在上
海沦陷之前，“八办” 就已根据
中共中央的指示， 开始全面安
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

题。 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
子婴、 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
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
文一手经办的。

1937 年 11 月底，潘汉年撤
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 “八办 ”
主任， 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
工作。 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
文指导和支持汪衡、 胡愈之等
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
行漫记 》，由黎明书局以 《毛泽
东自传》书名发行。 为表明共产
党的抗战文化取向，刘少文还根
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赞助《鲁迅
全集》的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

学作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
书，也是刘少文嘱托身边工作人
员梅益翻译完成的。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
战争爆发。 25 日，香港陷落，日
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

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
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

何香凝、柳亚子 、邹韬奋 、梁漱
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
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

入危境。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
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 、潘
汉年、 刘少文等人，“想尽一切
办法，全力营救”。 在廖承志主
持下， 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
研究， 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
工作。 在此过程中，刘少文等得
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在一
封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
电报中， 周恩来指出：“港中存
款全部提出， 一切疏散及帮助
朋友的费用， 均由你们分别负
责开支， 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

决定动用。 存款共有多少？ 望
告。 ”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刘
少文在广东省委、 当地游击队
等的协助下， 组织动员了一切
可能运用的力量， 终于胜利地
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

到安全地区。 由于他在营救工
作中表现出色， 受到周恩来专
门致电表扬并给予中央特别的

奖励。
1942 年 8 月， 刘少文奉令

回到重庆 ，化名 “张明 ”在中共
中央南方局工作， 先后任交通
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重庆工
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 在
任内， 刘少文直接组织铺设了
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解

放区的秘密交通线。 此外，他还
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

员协会的工作， 争取团结了许
多对国民党失望的旧科技人

员， 为新中国国家建设聚集了
人才。

1945 年 8 月至 10 月，毛泽
东赴重庆谈判期间， 刘少文出
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为谈判
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

可靠的情报保障。 在此期间，他
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

爱国民主人士。1946 年 2 月底，
作为周恩来的随员， 刘少文随
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
调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

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
执行情况， 为我方代表出谋划
策。

1948 年 6 月， 上海地下党
出了叛徒。 刘少文本已对有关
人员做了转移安排， 自己也准
备隐蔽起来。 但是，因有一个重
要关系要会面， 他明知危险仍
依约前往接头地点。 途中，他不
期与特务遭遇， 所幸他改变了
平日装束而未被立即认出。 他
巧妙地支开敌人， 争取了短暂
的时间，然后夺窗跳楼脱险。 后
人每言及此， 都赞佩刘少文的
“处变不惊”。

1948 年 10 月，刘少文撤到
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

县西柏坡， 被委任为中共中央
社会部副部长， 仍然主持统战
和情报工作， 为争取民主人士
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做了大量

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军委

四部代部长和总参二部部长 、
顾问等职，一直为我党、我军的
情报事业积极工作。 刘少文是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五届全国
政协常委。

淮滨县西北六十余

里有个麻里店镇 ， 集西
头 有 一 座 古 老 的 石 拱

桥，名叫善桥。 提起这桥
的名字 ， 还有一段有趣
的传说呢。

传说石桥竣工那天，
戏台上锣鼓已经敲响，可
桥上出了岔子。 原来，石
桥只剩下桥面正中间一

块砖头大小的石头没铺

上，而负责修桥的张石匠
铺了半天总铺不上。 他们
把剩下的石块都丈量过

了 ，不是大就是小 ，不是
厚就是薄，急得几个石匠
团团转 。 老把头来看了
看，猫腰拿起一块小石头
说 ：“它就是这块桥面的
中间石，不过得先给桥起
个好名，它才能落名。

于是，把头召集来当
地的财主踩新桥 ， 并给
桥起名 。 他举起手中那
块石头说 ：“谁把这块石
头铺上 ， 这桥就用谁起
的名。 ”

把头话未落音，桥东
财主廖老财干咳两声，亮
开 “公鸡嗓 ”说 ：“廖老财
踩新桥 ， 走一步来笑三
笑； 桥西两旁五亩地，归
我廖姓别争吵；要问起个
什么名 ， 名正言顺叫廖

桥。 ”说完接过老石匠手
里托的那块石头就往桥

上铺，可是，咋铺咋不平，
只好灰溜溜地退到一旁。

桥西财主姚老三连

忙凑到前边念道 ：“姚老
三踩新桥 ， 走一步摇三
摇； 千人万马从桥过，留
下金银归老姚；要问此桥
叫何名 ， 名正言顺摇钱
桥。 ”他说完拿起那块石
头就往上铺 ， 干铺不合
适，忙乎了一阵，汗珠“噼
啪”直掉也没铺上去。

老石匠又问 ：“谁再
来试？ ”这时，人群中走出
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个看

热闹的穷老头子，只见他
挤到了前面， 高声念道：
“穷老头子踩新桥， 它不
姓廖不姓姚；黎民百姓桥
上走， 永葆石桥坚又牢；
要问此桥叫什么，千古垂
名叫善桥。 ”然后，他嘴里
叨咕着：“善桥，这回完善
了。 ”随即踢起石头，只见
那块石头转了三转 ，“吧
嗒 ”一声 ，不偏不斜落到
那块没铺的桥面上，可钉
可铆， 像长在一起一样。
在场的人齐声叫好。

从此，善桥的名字和
这个故事一起传开了。

（据淮滨在线）

善桥的来历

民间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