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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在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率领
下，向城坚炮利的济南发起总
攻。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就
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在一
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同样进行着
激烈的博弈。

山东师范大学的黄杏林老
师是青未了的老作者，她还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 济南战役特
等功臣黄志平的堂妹。济南战役
打响时，已经七岁的她对日夜鏖
战的战斗除了一份懵懂、一份恐
惧，还比普通老百姓多了一份牵
挂。因为她的堂哥黄志平作为潜
伏在敌军内部的一名奇兵，正在
积极策反济南守备区总指挥、国
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
十四师师长吴化文。“黄志平是
我亲叔伯大哥，是我家革命火种
的播撒者，是我父亲投奔革命的
引路人。大哥的战友辛光，自他
们在济南做地下工作时，就常来
我家，我一直叫他辛大哥，直到
他2003年病逝前，我们都关系亲
密，走动频繁。我见证了这两位
生死战友的深厚情谊，也常听他
们说起亲身经历的九死一生的
革命传奇故事。”在济南解放纪
念日到来之际，75岁的黄老师眼
前总浮现出黄志平、辛光的英雄
身影，于是写下《为解放济南“九
死一生”的地下工作者》一文，借
以表达心中深深的怀念和敬仰
之情。

山东古国系列今天讲到的
是邿国，它又名寺国、诗国，出土
青铜器铭文作“寺”，《公羊传》作

“诗”，是周代东方一个附庸小
国。“考古有时能改变历史，这话
放在邿国身上最贴切不过了。”
作者张九龙认为，如果没有1995
年在济南长清仙人台那次意外
的考古发现，也许很少有人会关
注或者知道国小位卑的邿国，因
为考古而爆红，邿国算是幸运
的。而仙人台遗址的丰富遗存，
似乎又在昭示着这个小国消亡
的必然性。在邿国国君六号墓中
出土了十五座鼎，古人说：“天子
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
邿国君用双套列鼎的排场尽显
自己的诸侯之尊，可也许正是因
为其政治混乱、不思进取，才被
鲁国借机所灭。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
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
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
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
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的毕
业生总数虽然只有3882名，但走
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
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
师。2016年，我国启动了大学“双
一流”建设，计划到本世纪中叶，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
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实现

“双一流”目标，不容易，不妨向
西南联大取取经，看看当时的

“掌门人”、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
梅贻琦先生是如何把北大、清
华、南开三校的兼容并包、坚韧
自强、严格朴素的学风融为一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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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平用计带辛光进

南山，二人成战友

黄志平，1938年抗战爆发后，
弃学离家，投奔延安并就读抗日
军政大学，后被派往西安，考入黄
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后打
入国民党内部做地下工作。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化名周
明忠，受党的派遣来济南，潜伏到
敌军内部做策反工作。

黄志平打入敌军后，经过多
次接触，注意到一名叫辛成伟的
青年士兵。相处久了，两人似乎很
投缘，说起话来越来越投机。黄志
平了解到，辛成伟当兵是为了打
鬼子，可看到国民党军队里乌烟
瘴气，他渐生反感。在黄志平面
前，他经常发牢骚，有时竟骂起
来。慢慢地，黄志平把辛成伟作为
一个策反对象，试探性地开导他，
开始星星点点地讲些革命道理。
辛成伟每次听着都新鲜，且能接
受认同。于是，黄志平把辛的情况
及时向驻柳埠的济南市委领导
做了详细汇报，市委同意，条件成
熟了，可以争取过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了。辛成伟跟黄志平流露出要离
开国民党军队的想法。黄志平觉
得条件已经成熟，便跟辛悄悄地

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混了，没
前途。要不，咱俩投奔共产党吧！”
辛说：“这倒是条路，可到哪里去
找共产党呢？”黄说：“听说南山就
有共产党，咱进南山去找吧！”辛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同意了黄的
提议。两人经过精心准备，瞅准时
机，偷偷跑出军营，装成一主一仆
商人模样，结伴去南山。

当时，出城还算顺利，但是一
进山里根据地，盘查就很严了。到
了济南市委驻地，站岗的战士一
看他俩径直往市委机关方向走，
怀疑他们不是好人，不由分说把
他俩绑了起来。这时黄说要见市
委领导，战士经请示，把黄、辛二
人押送到市委联络部。进了门，蒋
方宇、曾定石等首长一看是黄志
平，哈哈大笑，赶紧松绑。曾部长
拍着黄志平的肩说；“这真是大水
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了。”辛成伟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
恍然大悟，指着黄志平说：“哦！原
来你就是共产党啊！”

此后，黄、辛二人不仅是知心
朋友，也是亲密的革命同志，还是
出生入死的战友。辛成伟参加革
命后，改名为辛光，任中共济南市
委联络部联络员，他与黄志平一
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黄志平是
他的单线领导，代号为103，他的
代号是124。他俩又都潜入敌军，
探取情报，偷运枪支，做敌军内部
的瓦解工作。

■作为吴化文的副官，

瓦解敌军

1948年8月，黄志平和辛光先
后接受了策反国民党九十六军
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吴化
文的任务。

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
胜利，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进攻
山东解放区的计划；接着，周村、
潍县、兖州战役的节节胜利，从根
本上改变了山东的敌我形势。这
时，敌人的战略要地济南，已被我
军四面包围，成了一座孤城。中央
军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
我华东解放军于1948年八九两月
攻克济南。这时，中共济南市委为
解放济南做好一切准备，其中利
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军
是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对吴化
文进行积极策反，被提到了重要
日程。

重兵压境，已是穷途末路的
吴化文，看到老蒋大势已去，此时
也想为自己找条后路，遂有投诚
的意愿，并派李昌言到济南市委
送信，表示条件成熟，可配合解放
军行动。李昌言是吴化文掖县同
乡，又是吴夫人林世英的表弟，实
际上他是我胶东党组织派到济
南专做吴化文工作的。

吴化文虽了解华东局和市
委对他的态度，即只要他能在关
键时刻起义，就可以戴罪立功。但
吴化文毕竟是军阀出身，又对蒋
介石抱有幻想，所以仍处于动摇
不定、犹豫彷徨的状态。在济南战
役即将打响之际，为加强策反吴
化文工作的力量，济南市委正式
成立了由黄志平、辛光、李昌言组
成的内部工作小组。黄志平任组

长，是我方的军代表。他的公开身
份是吴化文副官处的副官，为少
校军官衔；辛光为中尉官衔，他俩
随身携带敌谍报人员证，可直接
在吴化文身边自由出入。

黄、辛二人深入虎穴，环境险
恶，他们在顾虑重重、等待观望的
吴化文身边，既要有高度的原则
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既要全

力争取吴化文起义，又要随时准
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既要守住电
台，又要适时转移电台；既要苦口
婆心做吴的思想工作，消除他的
顾虑，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又要义
正辞严地给他讲清形势，宣讲我
党政策，指明出路。

■数次穿越火线，要把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可是，直到我军东线战场已
经打响，吴化文却仍守着西部，迟
迟没有按我军让他后撤的指令
行动，严重影响了我军整个战役
的进展。9月18日晚9时，我军决定
对其实施军事压力，当晚11时，我
军向吴部发起猛攻，吴部死伤惨
重，炮火已临近吴司令部。吴化文
此时非但不反省自己失信，反倒
翻脸大怒，拔枪直对黄志平，扬言
要杀害黄、辛二人。黄志平大义凛
然，豪言以对，厉声指责吴化文：

“你们不执行协议，不撤出阵地，
以致今天发生冲突，责任完全在
你们，如不设法挽回，必定被我军
全部消灭，请军长三思！”吴化文
听后恼羞成怒，强令侍卫将黄志
平、辛光拉出去枪毙。吴的左膀右
臂赶忙上前拦住，劝说留条后路，
吴命手下将黄、辛二人监视起来。
此时，黄志平悄声对辛光说：“他
们要动手，我们就开枪！把最后一
颗子弹留给自己！”辛光点头同
意，随即两人都掏出了手枪。

迫于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
吴化文已毫无抵抗能力，眼看败
局已定，只有投诚这一条路了。20
分钟后，吴化文便让副官去请黄、
辛二人。见了二人，吴直说误会，
要求黄、辛马上给陈毅将军发急
电，请求我军立即停止进攻。黄、
辛马上奔电台准备发报，可到放
电台的房前一看，房子已经被炮
弹的气浪震塌，电台也砸坏了。吴
化文气急败坏，急红了眼。黄志平
则下定决心，纵有千难万险，他和
辛光也要冒着连天的炮火，与西
线解放军取得联系。

就这样，黄志平、辛光和李昌
言三人，身穿国民党的军官装，冒
着双方激烈的炮火，穿越布雷区，
越过交通壕，机敏地应付着敌我
双方前沿部队的严厉盘查。三位
英勇无畏的好同志，终于到达我
十纵司令部，向宋时轮司令员汇
报了情况。不久，我西线部队下达
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回到吴司令部，吴热情欢迎，
直称颂共产党是仁义之师。但他
仍有顾虑，提出将父母女眷送到
我军司令部去。黄答应将家眷送
去解放区。此时又发生了吴的部
下王玉臣向王耀武泄密事件，吴
又焦虑不安，害怕王耀武从后面
打过来。黄对其进行了安抚。为使
吴化文放下心来，黄令辛连夜又
一次穿越火线，给兵团司令部汇
报情况，转达吴化文要我军火速
前进的请求。首长坚定地说，王耀
武已自身难保，无力对付起义军，
我军进展神速，明天就占领商埠，
叫吴化文放心。回到吴部，吴高兴
地说：“这就好了。”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宣布
起义。此时，黄志平心里充满胜利
的喜悦，回想起这些斗争激烈、险
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他紧紧地搂
着辛光的肩头，说了四个字：“九
死一生。”

济南战役中，成功策反吴化
文，意义重大，缩短了济南解放的
时间，缩短了战役的进程，减少了
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为国民党高
级将领投诚树立了样板。为此，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陈毅司令
员等都发电致贺，鉴于黄志平、辛
光、李昌言同志功勋卓著，被华东
军区、济南市委分别授予特等功
和一等功。

《大众报》关于吴化文起
义的报道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我人
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
的济南进行大规模攻坚战，在双
方鏖战之际，在一条看不见的战
线上同样进行着激烈的博弈。策
反吴化文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
作，其间充满了曲折，为了能够
让吴化文和解放军达成共识，黄
志平和辛光冒着随时可能牺牲
的危险，数次穿越火线积极斡
旋，最终成功策反吴化文率部起
义，从而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
利。在济南解放纪念日到来之
际，作为黄志平的堂妹，作者写
出此文，借以表达心中深深的怀
念和敬仰之情。

率部起义
后的吴化
文(右)

黄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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