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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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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第二十四集 革命第一 ③③
10 一家餐馆单间 内 日

黄慕兰一边给宋子白、陈志皋敬酒，一边表示歉意：“最近实
在太忙才没有及时和二位联络，实在抱歉！你们近日都好吧！”

宋子白得意地：“好，还好！今天上午逮到了一条好大好
大的鱼。”

陈志皋：“能有多大？”
宋子白：“共产党的最大头子，六十岁左右，大个子，酒糟

鼻子，一只手上缺半个指头，湖北口音。”
黄慕兰心头一怔。

（幻入）
向忠发的形象。

（幻出）
黄慕兰：“哎呀，我的电炉子，停电时插上插销忘记往开拔

了，我……对不起！”说着急匆匆地离席而去。

11 王明居室 内 日

王明怒气冲冲地：“忠发同志昨天私自去了静安寺宾馆，
夜不归宿，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作为党的总书记，如此无视
党的纪律，这怎么行？必须严肃处分！”

在王明的讲话中摇出：周恩来、博古、陈云等人。
陈云：“我认为，咱们现在首要的工作应该是尽速查明向

忠发同志的下落。”
字幕叠出：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陈云
王明：“哎呀，那谈何容易，上海这么大，到哪里去打听他？”
这时，潘汉年急步走进来：“不好了，黄慕兰同志打来电

话，报告她从华人探长宋子白口中得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
王明大惊失色：“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恩来同志，你快全

权处理这事吧！”
周恩来镇定自若地：“情况危急：第一，尽快通知所有同志

——尤其是党的负责同志安全转移；来不及转移的，先到都城
饭店里避一避。第二，潘汉年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黄慕
兰同志尽快搞清向忠发同志被捕后的一切情况；第三，要尽一
切努力阻止引渡。”

12 周恩来原居室 外 夜

向忠发戴着手铐，引十余名持枪的宪兵向这里走来。向
忠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打开。里面空无一物。

向忠发瞠目结舌：“周……周恩来他……他……他们确实
住在这里。”

宪兵们大声地：“那往出找人呀？”
向忠发束手无策：“这……这……”

13 一品香饭店单间 内 日

宋子白十分内疚地：“黄女士委托阻止引渡向先生一事，
因为向是中共要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声言，如果拒绝引渡，他
们就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黄慕兰：“这事不能怪你宋探长。宋探长确实已经尽力
了，这点钱不成敬意，还望海涵。”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叠美
钞递给宋子白。

宋子白推辞着：“无功不受禄嘛！这……”
黄慕兰：“宋探长若是不收下，岂不是辜负了我和当事人

的一番美意，或者竟是嫌少？”
宋子白急忙：“哪里，哪里，黄女士既然这么说，我就不敢不从

命了。你黄女士既厉害又够朋友，我宋某人佩服之至，今后……”
黄慕兰：“知道宋探长是痛快人，讲义气，我就直说吧：委

托我的当事人是很有来头的，只要宋探长愿意合作，我们绝不
会亏待你。”

宋子白痴情地看着黄慕兰讲话，表现出极为诚恳的样子。
黄慕兰：“我们这次的营救工作是被动了，以至贻误了时

机，希望宋探长以后能有意识地留意巡捕房内有关政治方面
捕人办案的各种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宋子白爽快地：“好，我宋某人一定竭尽全力！”

14 黄慕兰居室 内 日

黄慕兰正在给陈家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辅导功课。突然，
贺昌推门走进来。

黄慕兰急忙对两个孩子：“今天的功课就辅导到这里，好
好自习去！”

两个孩子高兴地走出去，黄慕兰急忙关上门。
贺昌：“你干的真好啊，一出马就连立大功！”

黄慕兰：“那你还好几天都不来看我。”
贺昌：“我来多了不让人家陈家有看法吗？”
黄慕兰：“怕啥，我已经是他们的干女儿了。”
贺昌：“那也……”
黄慕兰：“以后就住在我这里得了。走，我现在就引你去

见他们，我还要让他们好好招待你这乘龙快婿哩！”
贺昌：“不用了！”
黄慕兰：“为什么？”
贺昌：“现在去中央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恢复了，我

马上就要走。”
黄慕兰：“好，我这就收拾……”
贺昌：“不用收拾了，你得留下！”
黄慕兰：“龙华监狱已经答应放人，关向应同志很快就会

出狱了！”
贺昌：“救出向应，还要继续营救其他被捕同志，你这个工

作非常重要，所以你必须留下。”
黄慕兰：“我以前当过江西省委书记的秘书，对苏区的情

况很熟悉，跟你一起去那里，仍做你的秘书兼交通也可以，和
你一起上战场也行，为什么偏偏要把我留在这里！”

贺昌：“这是汉年同志请求的，恩来同志批准的。”
黄慕兰：“我还是去江西好！”
贺昌：“你认识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等名人，留

在这里做上层统战工作有利于发挥你的长处，也便于利用这
些关系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黄慕兰：“我……”
贺昌：“再说，去苏区路途遥远艰险，你自生平儿以来，一

直体弱多病，一起去苏区有许多不便之处……”
黄慕兰：“不，我要向组织申请，一定要跟你一起去。我也

是较老的党员了，为革命东奔西忙，坐过牢，吃过许多苦，也做
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贺昌：“慕兰啊，正因为你有贡献，也经受过铁窗生活以及
金钱地位的考验，所以恩来才决定把你留下来。这可是对你
特别的信任啊！”

正说着，楼下响起汽车的喇叭声。黄慕兰从窗口望了望
楼下颇有些紧张地：“陈志皋来了！”

“那怎么办？”贺昌问。
黄慕兰想了想：“没关系，我来应付。你来……”说着把贺

昌引向洗手间掩上门，然后拉开被子躺到床上装病。
黄慕兰刚躺下，陈志皋便走进来：“慕兰姐，电影马上就要

开演了，全家人都去……”见黄慕兰睡着：“噢，病了吗？”
黄慕兰没说话，只是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陈志皋见状：“哎呀，没想到你病得这么厉害，快让我给你

请大夫去！”

15 中央根据地项英办公室 内 日

项英：“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敌人甘心
失败不？绝不会！他们肯定要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扑，咱们必
须在人力、物力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可现在咱们兴国县扩红
工作搞得这么差，这怎么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字幕叠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
兴国县委一主要干部：“我们确实尽最大的努力了！实在

是……”
这时，通讯员走进门来：“报告项书记，贺昌由吴德峰护

送，已从上海来这里了。”
项英高兴地：“好，我马上就去看望他！”
通讯员转身走出。
项英对那干部：“贺昌来了就好，先让他去你们县担任县

委书记，你们可得好好学着点啊！”

16 一条大路口 外 日

项英握着就要骑马上路的贺昌的手：“让你当个县委书
记，实在委屈你了！”

贺昌：“嗨，我都成一国之主了，官比你也大得多，还委屈啥？”
项英：“兴国虽然是革命活动开始很早，发展也很不错的

地方，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曾一度被国民党的第
十九路军占领，地主富农趁机反攻倒算，夺回了被贫雇农分去
的田地。”

兴国县委那干部：“这一混乱局面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整
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又开始了，而且主战场就在兴国。”

项英：“现在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工作可不容易啊！”
贺昌：“农村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放心，我会搞好的！”说

着告别了项英，与那干部一起骑马上路了。

17 崎岖的山路上 外 日

贺昌与那干部骑着马边走边谈。
那干部：“要把农村工作搞好那谈何容易！”
贺昌：“难度在哪里？”
二人说着来到兴国县县城。

18 中共江西省兴国县委机关某办公室 内 日

众县委干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县委书记讲话怎么
能这么随便，想说个啥说个啥！”

“是啊，他初来乍到，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怎么敢这么随意
乱讲！”

“对一些重要问题、敏感问题，应该先和咱们通通气再表
态嘛，他这么一讲话，基层干部的威信扫地以尽，以后这工作
怎么搞？！”

“以后工作多着哪！不仅当兵没人肯去，公债谁肯买、支
前谁肯支，上面要军装要粮食要蔬菜，谁肯出？”

“更何况今年是灾年，老百姓确实很困难！”
“上面还要求优待红属，自家连种自家的地都忙不过来，

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了，怎么优待？”
“要办列宁小学，哪来教室、桌凳，让谁来教，工资没钱怎

么开，问题多着哪！”
“是啊，工作得靠广大基层干部去做，他一个人讨了好，全

县工作这么多，总不可能他一个人就能全做完吧！”
“有人说他是印刷工人出身，我看他是书读得太多了。”
“他可能见书本上说要尊重群众，可在实际工作中哪能行！”
“尊重群众，群众想怎么就怎么，还要咱这些人做什么？”
“事实上，咱们要大家做工作，那威信只能扶，不能抑！”
“基层干部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的威信、苏维埃政

府的威信，尽量扶都怕扶不起来呢，怎么敢这么愣抑？”

19 中共兴国县委会议室 内 日

贺昌与黄发桂等县委一班人在开会。
贺昌：“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与群众交朋友，在真心实意

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过程中赢得广大群众对我们真心
实意的拥护和爱戴，从而树立我们党的威信、干部的威信。那
种强迫命令的办法、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与我们党的宗旨格格
不入的！那样搞不仅不会提高党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反
而会伤透老百姓的心！”

一干部：“细细致致地做工作那当然稳妥，可上面任务那
么多，那么急，交朋友、办好事哪能来得及？”

贺昌：“任务再紧，情况再急，强迫命令也不是我们共产党
人对待群众的作风！只有旧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才会那样
搞！恰恰相反，任务越紧、情况越急，才越是应该下大功夫搞
好思想政治工作。”

那干部：“我们在群众大会上把道理讲得够清楚的了，可
他们就是不肯报名！”

贺昌：“很快改变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那干部：“嗨，还能有什么法子？”
贺昌：“咱们兴国群众不是喜欢唱山歌吗，赶快编写有教

育意义的歌词，如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人民的屠杀迫害、广大
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时期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动员亲人参
军的重大意义，党和政府对红军家属的关怀照顾，等等，编好
来教大家唱！”

20 兴国县城一大场上 外 日

无数群众分组在学唱歌。有的教，有的唱，十分热闹。
“八月里来是中秋，地主下乡把租收，旱涝歉收他不管，交

清租谷还要请租饭！九月里来是重阳……”“天上星星盼月
亮，地下穷人心向党，好比屋背山溪水，山挡石阻都唔变向。”
等歌声响遏流云。

21 黄老大娘院子里 外 日

黄老大娘和儿子钟长旺、钟长春乐哈哈地听着宣传队员
们唱山歌：“哎呀哩！一劝亲人当红军，红军是咱子弟兵。为
着工农谋利益，同志哥，参军前线有名声……”

镜头移到村里各处的墙壁上：到处是宣传扩红的标语。有的
地方，宣传队员们正在往墙上写：“一人参加红军，全家都光荣！”

“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坚决参加红军，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镜头再转入黄大娘院子里，钟长春听完宣传队员们“是块

好铁好打钉，是个好汉要当兵，红军战士人人爱，当兵就要当
红军！”的歌声后，紧紧地握住宣传队队长的手高兴地：“当红
军就是好，我马上就去报名！”

钟长旺争着：“你留在家，还是让我去好！”
钟长春：“你那腿不行！”
钟长旺溜达了两步：“我这腿蛮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