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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今年的6月2日是青岛解放65周年纪念
日，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海军也迎来了其成立
65周年纪念。上个月，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
坛年会及“海上合作—2014”多国海上联合演
习在青岛举行，便是这重大纪念活动的一部
分。其实早在2009年，为纪念海军成立60周年
而举行海上检阅仪式时，舆论就有“为什么选
在青岛”的疑问。“青岛军港条件好，能停泊多
艘大型舰艇；青岛本身就有海军基地，青岛海
域适合海上阅兵、演习；青岛具有特殊的海军
情结，如第一所海军航校、第一支海军高炮部
队、第一个潜艇基地、第一支潜艇部队都在此
诞生……”，相信不少读者会这样解释。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5年前中国人民海
军的第一艘军舰就诞生在青岛。今天，重温这
段鲜为人知的军史秘闻，无疑也是纪念活动
的内容之一。为核实和再现当年“黄安”舰起
义的真相，身为青岛民革党员的王夕源先生
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多位起义相关
人员和亲属，写就了《1949年元宵节，“黄安”

舰成功起义》一文，作者在来信中还特别感谢
了起义组织者之一的孙露山老人，是他为我
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本期人文齐鲁B2版上有篇小文，篇幅不
长，角度却很巧妙，讲的是《儒林外史》中的山
东“伴手礼”。“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
史》，就看个吃。”张爱玲在其谈“吃”的文章中
曾这样写到，这“相府老太太”乃李鸿章长子
李经芳嫡妻，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女。有人评价
说，《儒林外史》中的吃，一是好在三教九流、

各个阶层吃食都有写到，各自符合人物身份；

二是写得平白简易，虽无烹饪方法的铺陈，又
少花哨菜名，易被忽略在情节里，但若仔细留
意，便格外显出妥帖与亲切。你看这《儒林外
史》中讲到的山东“伴手礼”，便是大伙儿都吃
过的柿饼，只不过书中叫“耿饼”，用的是曹州
出产的“镜面柿”，经削皮、晾晒等十多道传统
工序加工制作后，自溢豆瓣霜，被列为进献朝
廷的贡品。作者在文章最后说，“柳疃茧绸和
耿饼不仅仅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工艺、老字
号，更是具有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精神
财富”。不少人反复研读中国古典小说，初看
往往是故事，再来便是世情人心，有的则在日
常生活中的细节上用起心来。岁月悠长，看来
反而是衣食住行这些琐事更耐得时代变迁
了。

枣刊前絮语

舌尖上的“伴手礼”

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65周年，然而很少有人
知道，65年前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就诞生
在青岛。1949年2月12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
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舰务官鞠庆珍借元宵之夜率
官兵在青岛成功起义，首开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先
例，紧随其后又发生19起海军起义，参加起义的官
兵多达3800多人，占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近十分
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解放战局。
今天，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军情秘事，无疑也是纪
念活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后，全舰官兵与插满
伪装松枝的舰艇合影。

1949年元宵节，“黄安”舰成功起义
——— 人民海军第一艘军舰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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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定格在1955年的
几张老照片。那情那景在
我心里珍藏59年了，合影
中戴红领巾的我那年 1 5

岁。
当年，少年的我已经

懂事，那“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
野心狼”的战歌，激荡着我
们的心灵！1955年进驻我
们村的志愿军，是从朝鲜
前线回来的，驻扎到这里
做临时休整。看到他们，全
村的老老少少都特别好奇
和亲切。我这“小朋友”很
幸运能与“志愿军大朋友”
相识结交并合影留念。

故事中，还必须提到
我的一个名叫刘振北的
小伙伴。我俩那时候经常
结伴一起学习、玩耍。当

年我俩怀着对志愿军的
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经
常一块好奇地去接近他
们，认识他们，由此知道
他们是志愿军某连部的，
有正副指导员、正副连
长、通讯员、卫生员等。在
那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我
们和这些志愿军叔叔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很
多交往细节已经淡忘，但
这情谊却一直珍藏在心
底，永远不老！

照片是 1 9 5 5年冬季
我们要分别时的合影，能
记得的名字有邱志、张水
根、于慎连、潘有为、相公
林、瑞霖等。看着这些照
片，我特别想念他们，也
不知这些“最可爱的人”
如今是否安康健在？借此
祝福这些“大朋友”幸福、
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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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黄安”舰起义实情

“黄安”舰是一艘日本护航驱逐
舰，1945年下水，排水量810吨，最高
航速12节。二战结束时，作为日本战
争赔偿分配给中国的34艘军舰之
一，“黄安”舰接收时仅有航海和动
力设备，没有武器装备。1947年8月
送青岛海军造船所修理并安装火
炮，整修后被命名为“黄安”号。

1948年底，济南已解放，我军正
向青岛外围逼近。但国民党凭借海
军的绝对优势和美国舰队的停泊，
对固守青岛充满信心。面对敌强我
弱的海上战局，如能策反敌舰起义，
必将动摇国民党军心，加速解放战
争的进程。为此，中共胶东区委和东
海地委统战部等将策动国民党军舰
起义，作为削弱其海军力量、瓦解其
海上防线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各自
领导和联系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
物色敌舰起义骨干的秘密工作。不
久，便将目标锁定在因有我党多名
地下工作人员，统战基础较好的“黄
安”舰。

领导“黄安”舰青岛起义的主
要组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
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
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他
们分别受我党不同地下组织
的领导。起初他们互不知底，
只能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暗中
分头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试
探、摸底扩大组织，发展起义
骨干。王子良、孙露山、刘增厚
等首先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们又借
鞠庆珍大哥因我党地下工作身份
暴露被枪杀的机会，到家中慰问、
试探，彼此表明了身份，形成了起
义领导核心。

元宵节当晚起义成功

由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和孙
露山组成的四人领导小组随即向各
自联系的中共组织做了汇报。根据

上级指示，他们一面分头联络、争取
更多的起义骨干，一面抓紧抢修舰
船。2月7日，舰长刘广超指示“黄安”
舰2月9日离港到外锚地待命，让鞠
庆珍做好出港准备。鞠庆珍当天就
将这一期待已久的时机通知了起义
骨干。

2月9日，大修完毕的“黄安”舰
从造船码头驶向青岛前海，停泊在

“小青岛”西侧。当晚，四人领导小组
在舰上秘密举行了碰头会，根据青
岛守军2月12日以后将陆续南撤的
情报分析，起义时间已刻不容缓，大
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时间定
在2月12日晚。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正
月十五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必定离
舰回家过节，其他家在青岛的官兵

也会上岸，此时舰上官兵散
乱松懈，有利于起义行动。同
时，为防止起义人员家属遭
迫害，会议要求以“上舰过
节”为名将有关家属接上舰，
随舰行动、协助起义。

2月12日，舰长刘广超果然回家
过节去了，副舰长刘振东一心陪着
妻子连舱门也不出，表面上看“黄
安”舰一切如常。随着天色渐渐变
黑，海上刮起了七八级大风。晚上7

点钟，起义领导小组在行动前最后
碰头，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并分发了
武器和白毛巾作为起义袖标。大家
商定要尽量避免流血，只要对方不
反抗就不要开枪，如果行动受挫，宁
可舰毁人亡也绝不投降。随后起义

人员各就各位，等待起义的命令。
晚上8点，按照事先约定，先将

副舰长刘振东等扣押起来。随后，舰
上的各重要部门也皆被起义人员控
制。8点50分，鞠庆珍发出起航命令。
为了防止起义被发现遭飞机轰炸，

“黄安”舰将全舰灯光熄灭，在黑暗
中全速前进。途中释放了被关押人
员，许多官兵不但不反抗，反而主动
要求参加起义。

2月13日凌晨4时许，“黄安”舰
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靠岸后，
全舰官兵与盖满松枝伪装的舰艇合
影留念。2月14日，新海连特委在连
云港举行欢迎大会，向全体起义官
兵颁发了“首创起义”纪念章。2月16

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签发命令，
给全体起义官兵每人晋升二级。鞠
庆珍升任为少校、“黄安”舰舰长。

“黄安”舰起义的成功，充分显
示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力，
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和影响。从此，中国人民海军也有了
自己的第一艘军舰。1950年4月23

日，“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随
后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等多次海
战，还配合鱼雷快艇击沉、击伤国民
党护卫舰“太平”号等多艘舰艇，屡
立战功。然而遗憾的是，这艘人民海
军“第一舰”据传已在上世纪60年代
被炸沉报废，由此青岛海军博物馆
也失去了一件最具历史价值和见证
意义的军事文物。

“黄安”舰起义骨干合影。

悦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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