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卢 昱

今年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暨济南解放
7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济南市博物馆
联合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传承红色
基因 弘扬济南战役精神——— 济南战役馆藏革
命文物及参战老战士抒怀书画展》，该展览于9
月15日至10月底在济南市博物馆举行。

在博物馆一楼展厅里，一件件革命文物，
再现了济南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血染的
军旗、战地照片、武器装备、通讯设备、医疗
器具、战时日记，及烈士遗物、支前物品、立
功材料等等，在默默讲述着一个个为信仰而战
斗的往事。其中，有一个展柜展示着当年隐蔽
战线上潜伏特工们的事迹，他们同前线的战友
们一起，奏响了济南战役的英雄史诗……

“化文要醒醒啊”
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的紧要关头，

整编九十六军军长、负责济南西部守备任务的
吴化文率所部两万余人宣布起义，直接打乱了
济南守敌的防御体系，缩短了战役时间。这是
我军隐蔽战线长期努力的结果。

解放战争初期，吴化文错估了战争形势，
追随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在吴化文忙于参
战的同时，我胶东军区敌工部委派李昌言，化
名李三聚，打入吴化文司令部。当时李昌言的
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中校军需副处长。他为人
忠厚，忠于吴化文，所以颇受吴化文的信赖。
再加上李昌言和吴化文的太太林世英是中学同
学，又是姨表亲。所以，李昌言很快便在吴部
站稳了脚跟。

1947年年初，李昌言到济南后，住在李正
言家里。后来，林世英之兄林世达邀请李昌言
到他家去住。李昌言在林家帮着干活，烧饭扫
地，还给林世达讲故事，从抗战时期的事情一
直谈到解放区，又常讲些穷人痛苦。就这样教
育争取了林世达……

1947年正月间，林世英的女儿因治病由徐
州至济南。深夜天冷，李昌言到津浦路车站接
她们，之后又介绍齐鲁医院的名医为林世英的
女儿治病，并常到病房帮忙照料。林世英甚为
感激。

林世英对李昌言在林世达家的许多进步举
动有所察觉。—天，她邀李昌言游趵突泉，冷
不丁对李昌言说：“我知道你是八路，我早想
和你谈谈。我和绍周（即吴化文）谈过几次，
看他很犯愁的样子……今后希望你多讲些道理
给我听，每天晚上给我上上课，我好有话和绍
周说。”

李昌言先被惊出一身冷汗，立马正色道：
“我要批评你！真是太鲁莽了。一开口就说我
是八路……我如果怕死也不来济南。你和绍周
讲，我死没关系，最多杀我一条人命，与绍周
无好处，与八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大姐，
你是到过大地方的，经验比我多，我今后要向
你学习，我现在很担心绍周的前途，今后可以
讨论。”

接着，李昌言借势布置，让林世英回到徐
州后，加强做吴化文的工作。回徐后，林世英
曾写信说：“生意很好，发展事业已与经理谈
过，但经理光听不讲。”

从1947年的元月到四月，吴部消息沉寂。
阴历四月二十日，吴部由开封移防济南，增援
潍县。五月初，林世英由徐州来济南，吴化文
将潍坊战役中吃的亏说给她听。林世英说：
“我的话现在应验了吧？张天佐被消灭，潍县
鬼子建的工事也给打下来了。现在八路力量大
了。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替你害怕。”

到了农历六月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
席、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来见吴化文，歇在
厢房里。吴化文的父亲不顾一切，一进门就指
名大骂蒋介石，吓得吴化文在长官面前手足无
措。吴父说：“化文要醒醒啊”“八路来了是
要我命的”，并称“你傻，八路刀快不杀无罪
之人，我有什么罪？”

此时，林世英每两天和李昌言见一次面。
李昌言常将各地战败消息告诉她，说是秘密电
台得来的。林世英回去和吴化文谈后，吴化文
顿起怀疑，认为这些情况只有高级将领才知
道，否则一定是八路方面的消息。

农历六月底，济南天气炎热。吴化文骗林
世英说：“你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给我找个出
路，将来好不当俘虏，你如知道八路地下工作
人员地址，叫他来见见面。”林世英喜出望
外，找到李昌言连说：“成功！成功！”

林世英认为吴化文的工作不麻烦。李昌言
却不敢苟同，劝她切勿轻信受骗，千万要注
意，不要吃亏。在过于兴奋的情形下，林世英
把李昌言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吴化文谈了。吴化
文听后默不作声，毫无表示。次日，吴化文喝
醉了酒回家，向林世英发脾气道：“你我多年
夫妇，你今天真是共产党？我风里雨里都是为
的什么？就是为了剿共。你如果和我还是夫
妇，就招出李昌言地址，否则就此……”

林世英坚决地答道：“我就是共产党，你
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吴化文拔枪欲射，吴
父连忙抢进门来，将枪夺下。

“实在没有出路了”

事后，被吴化文关了禁闭的林世英，只能
叫其女儿送信给李昌言，内容是：“我未识破
绍周的奸计，他用夫妇关系夺取了我们的秘
密。今晚态度大变，借酒装脸，企图将我杀
害，我为革命坚决誓死周旋到底。我这次牺牲
是为革命而死，这样的死我感到无限光荣。我
死后，请将我意转述上级，明了我为人民而
死。并希望你给我报仇，我的子女请多费心照
顾。如死在九泉，我要感谢你的大恩，祝你革
命成功。将死的世英，泪书于六月十七日

晚。”
吴化文向来听他父亲的话，第二天一早，

吴父强迫他向林世英赔不是，并责问吴化文
说：“你过去一切都错了，世英为你生男育
女，哪一点对不起你，你欲将她杀害。”

兖州战役前，吴化文南下，林世英把李昌
言的话转告吴化文：“你这次到兖州去，如帮
蒋为恶，继续杀害人民，必遭最后结果。”吴
化文听了脸发红，想发脾气，因其父在旁不便
发作。吴部自济出发，十余日方抵泰安，行动
迟缓。吴部与我军刚一接触，部队马上后撤，
并命令拜把子兄弟徐曰政旅掩护。结果，徐旅
被打垮了，吴化文首先跑回济南，并因徐曰政
被俘而大哭。

此时，李昌言布置林世英要特别体贴吴化
文，不要说共产党力量如何强的话，要好好安
慰他，用事实教育他。林世英对吴化文说：
“徐曰政反对人民，所以被俘，这是个例子。
我现在只是担心你的生死。”吴化文听了哭笑
不得。

变化总是不期而遇。吴化文之子吴新民自
南京来电称：中央让吴化文不要担心，蒋将委
其为九十六军军长，并允许补充军火。吴化文
闻讯后，便对林世英态度冷淡，下决心要将林
世英和父亲送走。七月底，吴化文借口“部队
即南下，我同空军闹别扭，今后情况紧张，空
运不便，故你们先走”，决定将父母、妻子、
儿女送往上海。

无奈之下，林世英离开济南，李昌言被推
向前台。他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吴化文，内容主
要是警告他，促其醒悟。

8月2日，吴化文急找李正言，很客气地问
道：“我部队内发现匿名信，很可能有人暗算
我，在目前形势下，不得不与他们拉拉关
系……你知道有个名叫李昌言的同乡吗？他如
有胆我们见见面，无胆算完。”

次日，一身是胆的李昌言便到了吴化文的
办公室外。吴化文很是吃惊，过了两小时后，
辞退左右，将门窗关上，静悄悄地会见了李昌
言。吴化文先开口说：“过去我们没有谈开，
早想见见面。拖到现在，以前我对共产党方面
认识差次一些，现在听太太（世英）讲，我很
同意，我正设法行动。这次大汶口战役被俘的
徐曰政，他的家眷被蒋介石的特务监视，毫无
自由可言。在老蒋手下干事，实在没有出路
了。”

吴化文的谈话逐渐转入正题，说：“蒋介
石现在要供给我一部分军火，岂不增加了一份
力量……和我联系你是否能保守秘密？”李昌
言答：“我保证能保守秘密，吴军长能深明大
义，我一定能将你的意思转述给军首长。近日
我就要回去，军长是否能给几张谍报证？”

“下策是顽抗到底”

紧接着，李昌言身着便衣出城，第一时间
通知上级。为了争取吴化文，济南市委得到华
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指示后，成立了争取吴化
文起义领导小组。

1948年8月初的一天中午，代号124的地下情
报员辛光得到单线领导黄志平同志的通知，马
上返回机关。按照指示，辛光换上便衣，带好
所有证件，和黄志平一起来到市郊南山中共济
南市委所在地。

黄志平同志是夏津县人，1937年离开东昌
府师范学校到延安抗大学习，后被派到西安，
考入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后长
期潜伏在敌人内部。济南战役前，他已是国民
党第二绥靖区中校参谋官了。黄志平是一位出
色的情报工作者，有胆有识，有丰富的对敌斗
争经验。

当晚，辛光和黄志平参加了由市委书记张
北华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在一间陈设简
陋的屋子里进行。

张北华是有大学文化的知识分子，戴一幅
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很斯文，但在战
场上却勇猛过人。副书记蒋方宇坐在张北华对
面，瘦高个儿，两眼炯炯有神。他曾在北京上
过大学，英语水平很高，他床头上常放着一本
英文版的马克思选集。他对下级干部要求严
格，批评人不留情面，给人以亲切而又严肃的
感觉。国军工作部副部长曾定石坐在门后的凳
子上，他是广东人，是南洋归国华侨。他个子
不高，人又瘦，穿一身很不合体的黄军装，看
上去像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其实他早在南洋
上大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日寇侵华战争开始
后，回国参加了抗战。他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深
凹的眼睛，从那深邃的目光里看出是个处事干

练的干部。
坐在曾定石旁边的是黄志平，他正不停地

吸着烟，两眼注视着坐在辛光身边那位个头不
高但很俊秀的年轻人——— 李昌言。

李昌言用一口浓浓的胶东口音介绍完在吴
化文身边潜伏的经历。副书记蒋方宇布置说：
“市委决定派黄志平同志为我华东野战军的军
代表，辛光同志为黄志平同志的助手，以共产
党员的身份进驻吴化文司令部。昌言同志暂时
不要暴露身份，有时还要以吴化文的心腹身份
出现，帮着吴化文说话。上级批准你们三个发
生横的关系，成立党小组，由志平同志任组
长。谭政委（谭震林）还说，对吴化文要求不
能太高，在战斗中他能让开一条路就不错了。
现在，摆在吴化文面前有上中下三策：上策，
按他信上所讲的，由他在内部单独解决济南问
题；中策，让出阵地或通道；下策是顽抗到
底。”

“现在，我军已组成两大集团，即攻城集
团和打援集团。打援集团由陈毅司令员和粟裕
副司令员指挥，准备消灭来援之敌。攻城集团
由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等同志指挥。对你
们三位同志来说和过去有些不同，这次可以说
你们是背水一战。倘若吴化文起义成功了，你
们为济南人民立下了历史功勋；倘若失败了，
吴化文是不会把共产党员留在自己司令部里
的。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蒋方宇说道。

曾定石接着话茬说：“虽然你们三位同志
深入虎穴，但也不是孤立的，华东局饶漱石政
委很关心此项工作，他要经常听汇报。我们外
部也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方宇同
志，另外有饶政委的秘书和我。”说着他把一
本电报密码本交给黄志平，“这是我们搞的电
报密码，是乱码。给你们一本，另一本在方宇
同志那儿。电文用这两个本子上的乱码编译，
其他人谁也译不出来。你们进入吴部后首先争
取弄到一部电台，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天不亮，三人小组便启程了。进市区时，
天已大亮。

两种社会两重天
三人到济南后，装扮成蒋介石嫡系部队的

军官，先会见了林世达。接着，他们按照约定
的时间，到趵突泉西邻张家花园（现万竹园）
会见吴化文。

之后，为便于工作，黄志平和辛光被吴化
文委任为军官。吴化文还赠送给两人新式加拿
大手枪。“首先打开枪，只见上面涂抹着厚厚
的一层黄油，外面用玻璃纸包装。我擦好枪，
换上崭新的军服。吴部的军官服和其他部队没
什么区别，只是在军服的左前胸上有一个用金
线绣成的‘绍’字，一看就知道是吴化文的人
马。我们扎好插满子弹的腰带，系上红布
条。”辛光曾回忆道。

黄志平爽朗地对辛光说：“咱俩也成了红
脖子军了，可解放区的人民对这支部队是恨之
入骨的。”再看着肩上的军衔，黄志平成了上
校，辛光戴上了上尉肩章。黄志平笑道：“吴
化文真有一套，还想按他的老办法收买我们，
给我们个甜头。他哪里知道我们可不是为这个
来的！”

此后，黄志平带领两位同志，与敌人斗智
斗勇，从吴化文那里借到电台。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电台架设在吴
公馆西南角的小平房里。电台架好了，前来接
应的副官长对大家训话说：“这部电台很重
要，要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电台是由军座直
接掌管，由他们三位长官（我军三人）直接指
挥。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离开公馆半步，否则
要按军纪论处。”

副官长走后，我军三人跑回宿舍关好门，
拉上窗帘，翻开密码本，拟好电文。由于用的
是乱码，必须仔细查找，十多个字的电文用了
两个多小时才拟好。

回到电台后，报务官正在电台旁坐着瞌
睡。辛光把用乱码拟好的电文交给他，告诉他
呼号和频率。报务官把几个摇机员叫起来，自
己戴上耳机按动键盘，发出清脆的嘀嗒声。过
了一会儿，他取下耳机，谁也不看，只是说了
一句：“对方来了！”辛光指着他面前的电文
说：“发！”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回电来了。

我军三人围坐在宿舍的桌子旁译出电文：
“吴化文将军：请注意十六日和十七日。”下
面落款是陈毅和饶漱石的代号。

就这样，靠着一部电台，敌方的情况得到
及时传递。而电台内部，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
决。一天晚上，辛光照例去电台查看情况，见

报务官们都坚守岗位，一个值班报务官摘掉耳
机，站起来问：“长官，对方电台是哪里？”

辛光见他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便说：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你也不应该问。电台
是军座亲自调配，并命令严加保密。你难道忘
了吗？”这个报务官见辛光生气了，马上立正
说：“长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们
太紧张了，不让离开公馆半步。我已经六天没
见我的太太了，家里还有老母。我们可以轮流
值班，轮流休息。”

辛光松了一口气：“这个问题要向军座报
告，在没得到军座命令前不能轮流值班，也不
能离开公馆！否则按违犯军纪论处！”他们答
应一声“是！”

辛光又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你们辛苦
我很同情，一定向军座报告！但电台很重要，
千万不能马虎！因为对方是南京国防二厅！”
他们一听是国防部二厅，就都坐到自己的岗位
上去了。

辛光马上回宿舍向黄志平作了汇报，志平
说：“前几天我就想，他们昼夜值班，也确实
很辛苦。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安心！可是目前
我们没有钱，机关里经济非常紧张。”

在万般无奈下，辛光想到了“化缘”。他
乘车来到经七路纬一路口，找到住在三益里史
家公馆的张文雷同志，借来一笔钱。

那时侯，泰康的月饼、城顶的牛肉、便宜
坊的锅贴，还有王家粥铺的果子，可真叫响。
辛光驱车到泰康买了月饼和糕点，又到商店买
了茅台酒、加里克、三五牌香烟和水果。当把
这些高档的烟、酒、水果和月饼等送到电台的
时侯，报务官们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特别是
看到按军阶分给的金圆券时，他们激动地说：
“请长官向军座报告，别说十几天不回家，就
是一年不让回去我们也要坚守岗位！”

黄志平出来后叹了一口气说：“两种社会
两重天，我们是为党为国为人民；他们是为名
为利为金钱。”

改帆再换舵，安然抵神州
在虎穴中潜伏的我方三人情报小组，一直

与吴化文翻来覆去的态度周旋。有一天晚上，
三人决定召开党小组会议，分析吴化文的动
态，商讨对策。会议在亚细亚大楼的楼顶上进
行，因为这里是整编八十四师留守处，门外有
岗，人也不乱。

三人穿过楼道，沿着楼梯攀上楼顶。俯瞰
这个将要被我军解放的城市，心情无比激动。
党小组长黄志平宣布开会，他说：“我们的处
境十分严峻，可能会被杀害，但未经组织批准
我们不能撤退，倘若马上撤退，就等于逃
跑。”辛光说：“林世达先生给我们的情报是
真实的，但吴化文没有把我们抓起来杀掉，说
明他还在观望。我们要抓紧时间争取他走我们
希望的路。”

“对！”李昌言也坚定地小声说道。黄志
平接着说：“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而且要
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现在请同志
们起立，举起右手，面对万家灯火的泉城人民
宣誓：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准备献出一切，
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

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东部战线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一架架机
身上亮着各种颜色信号灯的轰炸机，轰鸣着从
头顶上空掠过向东部战线飞去。

在我军敌工干部的积极争取下，吴化文于8
月29日送出密电码，与济南市委沟通电台联
系。但时时不忘保存实力的吴化文思想极为复
杂，多次徘徊。原本并不迷信的他无奈之下，
请自己的岳母到大观园“赛半仙”那里算卦，问个
祸福。他的岳母因经常求神问卜，对吴化文说：

“趵突泉吕祖庙的签也很灵！”吴化文说：“好！明
天我就去趵突泉，向吕祖爷求一签！”

当三人小组得知吴化文去趵突泉求签的消
息后，黄志平说：“看来吴化文思想斗争很激
烈，自他接到顾祝同、邱清泉的信后，幻想北
上的三个兵团会长驱直入，想继续和我军作
战。但他焦急等待的援军不但无踪影，又看到
东线我军已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曹振铎的防线
岌岌可危。因此，他不敢轻易掐断和我们的联
系，只好到趵突泉吕祖庙里求签问卜了。”

黄志平想了想又说：“我看我们也借吕祖
爷的光！”于是三人共同商量拟好了一个签
文，到趵突泉吕祖庙拜见老道长。老道长身着

道服，项挂佛珠，双手合十，口称施主。
当老道长看清面前是三个服装整齐，佩带

着手枪，脖子上系着红布条的青年军官时，脸上
露出惶恐的神色。三人说明是九十六军司令部
的，明天吴军长可能来求签时，道长连声称：

“是！”并说一定打扫殿堂，迎候军长阁下。
三人掏出拟好的签文对他说：“这是军长

夫人写好的签文，军长求签时，请道长按此文
写在签上给他。”道长脸色骤变，连连声称：
“贫道不敢戏弄军长！脱离红尘之人，不敢介
入世俗的任何争斗。请长官见谅！”三人把一
叠崭新的金圆券递给道长说:“这是军长夫人的
香火费，事成之后夫人还要施舍。这签文丝毫
没有争斗之意，不信道长请看！”老道长接过
签文看了看，脸上露出放心的神色说：“原来
签文是几句打油诗啊！请长官禀告夫人，贫道
照办就是。”

第二天下午，三人在斜马路正和吴化文的
父亲交谈，吴化文和副官长进门，见三人都
在，便兴奋地对黄志平说：“我刚从趵突泉吕
祖庙回来，吕祖爷真灵。开始我还不太相信，
求签后，我一看签文，吃了一惊。好像吕祖爷
知道我的心事一样，实在灵验！实在灵验！”

话音未落，吴化文就把签文递给黄志平，
签文是用蝇头小楷工整地书写在黄表纸上的，上
面写着：“漂泊一小舟，水流到尽头；改帆再换舵，
安然抵神州。”黄志平把签文又递给吴化文说：

“军座所言极是，看来军座此举是顺乎民心，合天
意的！”吴化文虔诚地点点头。

就这样，吴化文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周密
安排下，将他从极度矛盾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
来，在其发动战场起义的天平上增加了重重的
砝码。这前前后后，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冒着
生命危险，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值得后
人铭记。

走光荣起义的道路
1948年9月16日夜24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

济南战役。按照原来约定，西线兵团没有对吴
部发起攻击，而是等待吴举行战场起义，配合
我军行动。可吴部一直按兵不动。

9月18日上午9时左右，吴化文突然一人去
绥靖区开会，没告诉我方任何人，不知吴是何
意。回驻地后，吴化文与参谋商榷后，交给黄
志平等人一张地图，说道：“老弟，请速将此
图送给陈毅将军，按我指示方向进攻王耀武，
我保持中立。”吴指示的路线是让解放军绕飞
机场经八里桥、无影山，从济南以北进攻王耀
武。他不让出阵地，却让解放军转大圈攻济
南。过了铁路就是一片荒野、高粱地、玉米
地，不但我军的炮车、辎重车无法走，就是一
个战士背一支枪行动也很困难，况且是几万人
的大部队行动。这是嘲弄，是欺骗，是挑衅！

吴化文的摇摆直接影响了整个济南战役的
进程，时任华野济南战役西线兵团司令员的宋
时轮认为，对于来回拉锯的吴化文来说，不对
他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他最终走
上革命道路的。

18日夜11时，华野西线部队对吴部发起猛
烈攻击，用大炮向吴化文发起了喊话。在短短
20分钟内将其在簸箕山一个营的守军消灭，死
伤600余人。

由于吴化文的炮兵阵地设在司令部大院
里。炮兵开火十几分钟，我军炮火就跟了过
来。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呼啸着在司令部大院周
围爆炸。浓浓的烟雾，像一团团偌大的黑纱，
罩在大院的上空。砖块、石块夹着泥土、树
枝，含着炮弹片狂飞乱舞。

顿时，大院里硝烟弥漫，飞沙走石。大地
在颤抖，吴化文指挥室的屋顶被震得不断往下
落土。不一会儿，电线被炸断了，整个司令部
大院一片漆黑，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吴化文厉
声质问黄志平、辛光：“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我
退出内战，你们就这样欢迎？！”

黄志平将局势向吴化文讲清后，最后通告
他：“我再一次忠告你，北上增援不会成功，
邱清泉想八月十五日来济南赏月是白日做梦！
我奉劝军座还是执行我军命令，否则将会影响
我军整个战役的进展。倘若你的九十六军不执
行我军命令，最后必将被全歼！”

在一场紧张激烈的争执后，吴化文的理智
战胜了怒火，连声说：“撤出阵地！起义！”并说：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请你们把我的父母、太太、
子女送到解放军司令部去！”此时，电台遭遇故
障，黄志平、辛光、李昌言冒着双方炽烈的炮火，
穿越布雷区到达西线兵团司令部，宋时轮司令员
听到汇报后，西线全面停火。

19日拂晓，黄、辛、李等人返回吴部，向
其转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希望吴明察大义，归
向人民，走光荣起义的道路。此时，吴化文真
切地感到，只有率部起义才是唯一出路。晚9
时，吴化文在孔庄营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
布举行战场起义，率两万余人撤离战场。

终于，解放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商埠胜利
挺进。济南解放后，辛光和黄志平、李昌言同
志被华东军区、中共济南市委分别授予一等功
和特等功！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而且要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现在请同志们起立，举起右手，面对万家灯火的泉泉城人民宣誓：

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准备献出一切，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

1948，红色潜伏者让敌人改帆换舵

参与策划吴化文起义的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合影

解放济南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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