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中除了最初王伦三人和逼上梁
山的林冲，第三批上梁山的就是晁盖带领的
七星聚义的吴用、公孙胜、刘唐等7人，这是梁
山第二任寨主晁盖的基本队伍，也是晁盖器
重的人；宋江主持梁山排名，刘唐高居21位，
排在宋江亲信李逵和少华山大寨主史进的前
面，可见梁山两代寨主都非常器重刘唐。

刘唐，祖籍山西潞州，自幼闯荡江湖，曾
在山东、河北做过私商。紫黑阔脸，因鬓边生
有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毛，故人称“赤发
鬼”。

刘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是丑，在给晁
盖送信的路上醉卧灵官殿，被都头雷横抓住，
理由是他长得太丑：这人赤条条地睡着，且长
得丑陋：一张紫黑阔脸，鬓边还有一搭生着一
片黑黄毛的朱砂记，不是贼是什么？可见丑陋
的外貌在当时是很不受人待见的，但是丑也
挡不住梁山领导对刘唐的器重。

刘唐自幼行走江湖，学得一身本领，他曾
对晁盖说：“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
马队中 ,拿条枪,也不惧他。”可见武功颇有底
子，而且实战经验丰富。且看刘唐和插翅虎雷
横一战，两人都用朴刀，徒步斗了五十余合，
雷横虽然未败，但已经落了下风。攻打东昌府
时，在与没羽箭张清的争斗中，张清飞石连打
梁山15位好汉，就连五虎将中的关胜、呼延灼
都败下阵来，只有步军刘唐实战经验丰富，眼
疾手快砍伤了张清的战马，只是未料马尾扫
着刘唐，使刘唐双眼生花，张清乘机一粒飞石
才将刘唐打倒在地。有了这两个人物的参照，
刘唐的排名不会低于张清和雷横很多，排在
21位是武艺的体现。

梁山排名是按武艺排的吗？不是。具体说
是综合能力的体现，而刘唐可是晁盖和宋江
上梁山的“药引子”。

刘唐第一个将生辰纲的消息，通过投奔
的方式介绍给晁盖，他还找出了劫取生辰纲
的理论依据，认为“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
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从而赋予了夺
取贪官赃财的正当性。火并王伦之后，晁盖依
靠生辰纲这第一桶金才坐上梁山第一把交
椅。晁盖等人为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决定让
江湖阅历丰富的刘唐带着重金去郓城好好酬
谢宋江，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连宋江见了
之后都说：“贤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
见。险些儿惹出事来。”梁山的书信落入阎婆
惜之手，宋江杀妻逃亡江湖，浔阳楼醉题反
诗，招致杀身之罪，幸亏晁盖带领众人江州劫
法场才保全住性命。由此可见，梁山晁盖与宋
江两任寨主上山，都与刘唐有关，可以说，刘
唐是轰轰烈烈的《水浒》故事得以发酵和展开
的引发剂。

刘唐对晁盖和宋江还有拥戴之功。刘唐
来投奔晁盖的路上被雷横捉拿，晁盖就和刘
唐唱了回“双簧”，假做是外甥来找舅舅，救出
了刘唐，刘唐感恩戴德，一心拥戴晁盖，晁盖
能在梁山上坐稳一把手，刘唐和吴用等人的
拥戴之功不可小觑。晁盖参加的历次战斗，刘
唐都身先士卒，立下战功。

晁盖遗言让杀死史文恭的人为梁山之
主，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宋江只好主张让位
给卢俊义，当众表示对晁盖遗嘱的尊重。关键
时候，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四员大将站出
来表示反对，也就是说，力挺宋江的大将之
中，有刘唐一号。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
山，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
刘唐代表北斗七星派把从林冲手中接过的一
把手送给了宋江，解决了晁盖遗言的制约，帮
助宋江顺利登上一把手的位置。这样的人，宋
江怎样不器重。

梁山之险不在山而在水，呼延灼的连环
马、关胜的围魏救赵、童贯的八路围剿，他们
无法逾越的最后一道屏障是梁山水军。高俅
接受了教训，派来了强大的水军，与梁山水军
决一死战，刘唐掌管水路，火烧高太尉的战
船，因此宋江第二次打败了高太尉战船，成为
梁山招安前的一大亮点。

征方腊攻打杭州城时，刘唐为了尽快打
开城门，一骑当先，直抢入城去。城上的敌兵
砍断绳索，坠下闸板。可怜刘唐连人带马，死
于门下。英雄背面是丑陋，刘唐的容貌丑陋挡
不住他那颗为了自由的火热的心，他是主流
社会外的一个明星，是梁山好汉中让人久久
难忘的一个形象。

4年前，笔者曾走访过居住于淄博周
村的马德彪老人，当时已经92周岁的老
红军谈起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仍显得很
兴奋，而且对于他参加过的战斗的时间、
地点记得异常清楚、准确。

马德彪老人1919年2月10日出生在
陕西省绥德县马家川乡。1935年8月，不
堪压迫的他毅然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陕
北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所在的部
队改编为红十五军团73师224团。

当时只有16岁的马德彪跟随部队东征
西战。东征战斗的确切时间他记得非常清
楚，“1936年2月20日，红十五军团从沟口与
河口两地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进行东
征战役。”马老回忆，当时毛主席住在石棉
县指挥红军作战，他所在的部队就在附近
进行战斗，“整个东征战役中，我们7个团打
垮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30多个团。”

随后的西征战斗中，他表现勇敢，
于1937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者注
意到，尽管马老已经90多岁，但说起参加
过的战斗，时间、地点，他都记得很清
楚。“西安事变发生后，部队奉命经咸
阳、西安以南，开进山西商县、洛南地
区，协同友军防备国民党进攻西安。”随
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
抗日，红十五军团也奉命到甘肃庆阳驿
马关地区整训，准备东渡黄河进行抗日
斗争。

马老说，1937年8月22日，红军
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马老所在的部队也改编为115

师344旅687团，由徐海东担任旅
长。部队在换装的过程中发生一个
插曲，当时的马德彪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打了10年仗，自己也要穿国民党
军装？他和战友们继续戴着红五星军帽，
穿着红军军装。后来领导找他做工作说：

“我们穿这身衣服是为了打鬼子，我们是
白皮红心。”接受了白皮红心的说法，马
德彪和战友们换了军装。

说起平型关大捷，马老显得很有精神。
1937年9月25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
团的一个大队和大部分辎重车辆，由灵丘
方向开来。100多辆汽车在前开路，200多辆
大马车上坐满了日军，走在最后面的是骑
兵。

等日军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八路军
开始攻击。“那时候我们团是预备队，看到
别的团打鬼子，心里真是急得慌。由于日
军顽强抵抗，我们团也很快参战。”一场血
战从早晨7点打到下午4点才结束。在打扫
战场时，发现1000多具日军尸体。这一战，
也成为马德彪军旅生涯中最自豪的一战。

后来，马德彪随部队南征北战。在战
斗中，他从普通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
连长。8年抗战中，马德彪也多次负伤。

建国后，根据上级安排，马德彪
转业到淄博化工局任仓管主任。后
扎根淄博，参与建设山东第一
耐火材料厂和山东第二耐火
材料厂。

在战火中，他们留下了
青春；在硝烟中，他们洒下了

鲜血；和平年代，他们更是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了祖国。他们也将自己的名字镌
刻在了全国人民的心中，他们就叫———
红军。

2011年3月27日，老红军马德彪在淄博
市中医院不幸病逝。山东各地的老红军、
老新四军、老八路、老解放军战友，省市区
各级领导分别送去花圈，并为这位为中国
革命做出贡献的老红军送行。

□曹元成

16岁参军的老红军马德彪生前回忆———

参加平型关大捷最自豪
刘唐如何得到
两代寨主器重

□王功彬

【民间故事】

□刘传录

用400银元从张宗昌眼皮底下救出情报员

邓演达的枣庄“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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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1895—1931)，又名策成、仲
密，字择生，化名石生登，广东惠州人，早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的追
随者，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
和教育长。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定支持孙
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
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
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
部主任。在北伐前夕，枣庄（峄县）邹坞人
阎毓栋早于1925年9月考取黄埔军校第
四期政治预科，后转入第五期政治科学
习，但为了北伐，入校半年许，就被国民
政府于1926年5月派往北方区，为北伐做
前期的情报搜集工作，目的地是山东省
城济南。

阎毓栋所接受的任务是搜集军阀张
宗昌在鲁情报，再就是深入张部做瓦解
工作。果然不负众望，阎毓栋经过努力，
成功策反了张宗昌部的两个师，此事一
发，张宗昌大怒，阎毓栋不幸被捕。

阎毓栋在济南被捕以后，他买通看
守，急书一封，告知在老家油坊榨油的大
哥阎毓珠，信中说：此时须求助邓演达主
任，非他莫属。

原来，大哥阎毓珠在老家经营油坊
时，曾资助过高魁元、陈敬、曹世伟和弟
弟阎毓栋等几个年轻人去广州投考黄
埔，他们四人走后，因会计卷款外逃，油
坊破产，不得已阎毓珠于1925年（民国14

年）底也到广州，想投考黄埔，无奈他只
有不到两年的私塾文化，考试未果，但最
后还是留在了黄埔军校，干些杂务之类
的工作，随后便接触到正在黄埔军校任
教育长的邓演达，并跟其干些勤务。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开
始，阎毓珠也随北伐军总政治部北伐。北
伐途中，邓演达除领导政治工作之外，还
兼军事指挥，参加指挥了其第四军所打的
几个著名战役，尤其在攻打武昌时，他亲
临城下，兼任攻城总指挥督战。10月10日收
复武昌，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
任（主席）。此间，阎毓珠担任邓演达的特

务长，专门负责管理邓主任的文件、银元，
并刻印和散发北伐军的传单，还向沿途群
众播放留声机，宣传北伐军的主张。

据阎毓珠之子闫靖宇先生回忆说，
接到二叔阎毓栋的求助来信以后，父亲
阎毓珠万分紧张，连忙找到邓演达，扑通
一声跪下，哭着大呼：“大老爷，我弟弟阎
毓栋在济南被张宗昌逮捕，听说很快就
要问斩了，你看看怎么办啊？”邓演达连
忙将阎毓珠扶起说：“你不能称我为大老
爷，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再说你比我只小
四岁，我们都是弟兄。阎毓栋是我们派到
山东张宗昌处从事秘密工作的，我已经
知道他被捕了，也已经研究过，现在我们
派你去营救他，只有你最合适”。最后邓
演达微笑着预祝：“你是大哥出马，一个
顶俩儿！”

于是，阎毓珠按照邓演达的吩咐，在
军需处领了500个银元，去济南营救二弟
阎毓栋。其中400银元是银票，须到济南
北伐军秘密联络处兑换成银元，另100是

现钱，随身携带，便于途中使用。
1926年11月，阎毓珠将90个银元缝

进布袋缠在腰上，10个银元留作零用，然
后乘上了由武汉到上海的轮船，之后计
划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再由青岛乘火
车到济南。

岂不知，阎毓珠到了上海后，找不到
去青岛的海轮，于是雇了一个黄包车，让
车夫拉他到十六铺码头乘海轮。也许是
救弟弟心切，阎毓珠解下腰袋不慎将所
有银元倒了出来，车夫一见有这么多银
元，便一声口哨，喊了一伙流氓，将阎毓
珠暴打了一顿，抢走了所有银元。

身无分文的阎毓珠好不容易在十六
铺找到了一艘去青岛的英国海轮，轮船上
的大副是福建人，阎毓珠向他说出缘由，
大副同情国民革命，便让他以打扫轮船
卫生为交换条件，同意免费带他到了青
岛。

阎毓珠到了济南，找到了关押阎毓栋
监狱的典狱长，很坚定地说：“北伐军已攻
克武昌，明年春天将进攻济南，如果你放
了阎毓栋，这400个银元给你，如果你不放
他，北伐军攻克济南后将杀你全家！”典狱
长收下400个银元，便将阎毓栋带到一间民
房里审问，审问后将他关在民房里，夜间
阎毓栋将瓦揭掉，逃出民房，但济南城门
都关着无法出城。天快亮时，一位老大娘
出门倒尿盆，见到阎毓栋冬天还穿着单薄
的衣裳，很是同情，就告诉他，从阴沟洞里
可以逃出城。阎毓栋脱险后回到黄埔军
校，转入第五期继续学习。阎毓珠营救阎
毓栋后，顺便回到老家邹坞看望家人，与
家人住了一段时间。

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违反国民党
中央政治会议所做迁都武汉的决定，擅
自决定迁都南昌，对此邓演达坚决反对，
而后蒋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诬
蔑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对邓通缉。邓
演达见形势难以逆转，便于6月30日到达
苏联。而此时正想再次回到邓演达身边
工作的阎毓珠，只好无奈地留在了老家，
又重新将油坊收拾一番，继续经营榨油
生意。

1949年撤台前的阎毓栋(阎毓栋族孙阎
兴平提供)

马德彪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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