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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 

八棵青松”。一听到这耳熟能详的 

京剧唱词，肯定有渎者会 与现代京 

剧《沙家浜》中的 18名新四军伤病 

员联系起来。不错 ，这“十八棵青 

松”，确实指的是抗 日战争时期坚 

守在苏州阳澄湖畔的新四军伤员 ， 

是沪剧《芦荡火种》的剧作家文牧 

因地制宜、别出心裁的创作 ，因为 

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共有36位 

伤病员，囿于戏剧舞台与表演 ，剧 

作家在创作时不得不把36一除为 

二，从而出现了戏剧 中的 18位伤 

病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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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长期工作与生活在阳 

澄湖畔的文史爱好者，近来通过刚 

出版的《阳澄湖镇志》、《湘城镇志》 

与《吴中史话》等地方史料，不但搜 

集到了大量相关而又珍贵的史料， 

核实了文牧先生的创作安排，而且 

还欣喜地知道了这所特殊的后方 

医院的来历，知道了这 36位新 四 

军伤病员的真实姓名。 

1939年5月 1日，新四军 6团 

团长叶飞奉命率部从茅山地区出 

发东进，在武进南部的戴溪桥与江 

南抗 日义勇军第二路军会合成立 

“江抗”总指挥部 ，6团改称江南抗 

●汤 雄 

日义勇军第二路军(简称“ 

路”)，叶飞任“江抗”副总指{ 

后，叶飞率“江抗二路”1000 

达无锡梅村，中共江南特委i 

澄湖地区开展抗 日工作的宫 

名，原名翁迪民)到甘露向叶 

枫汇报T作。叶飞派“江抗 

三营营长梁金华率 100多 

随宫岳进入阳澄湖地 区。 

“江抗二路”的部分队伍活 

澄湖地 区，至 l0月初奉命 

当时，有32位在战斗中受 

战员不能随部撤离 ，故而在f 

畔临时组建了一所新 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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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把他们安置在那里治疗养伤。 

此后 ，担任“江抗”第五路军参 

谋长的夏光因连续作战与经常彻 

夜不眠，导致本来身体就单薄的他 

体力不支而病倒。经上级领导研 

究，决定也让他暂时前往阳澄湖畔 

的新四军后方医院休养。起先，夏 

光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部队，无奈一 

天十多次拉稀，折磨得他浑身疲 

软，再往下只怕连站都站不起来 

了。无奈 ，夏光只得接受组织上的 

安排，前往后方医院与已在那养伤 

的政治部主任刘飞等战友会合在 

一 起。在夜袭上海虹桥机场战斗 

中，刘飞被反弹回来的弹片击中了 

右胸，打断了几根肋骨。 

夏光到后方医院没几天，被人 

们称作“吴老虎”的“江抗”副司令 

吴立夏、“双枪大将”叶诚忠排长也 

先后身受重伤 ，被送到了后方医 

院。就这样 ，后方医院中的32位 

新四军伤病员增加为了后来历史 

上所记载的36位。他们是： 

刘飞、夏光、黄烽、叶诚忠、张 

世万、王明星、金耀忠、费介成、叶 

克寿、朱墨陶、巫中、谢锡生、潘阿 

兴、李之毅、康金龙、张英、周义大、 

袁阿毛、王佑才、李立根、狄凡、薛 

村、李朱、吴昆、叶耀青、赵阿三、何 

彭福、黄德清、金辉、张金雷、陈金 

荣、钱卓云、刘义龙、吴志勤、何刚、 

陈明 

苏州境内湖荡密布，其中尤以 

东部阳澄湖地区为多，面积500亩 

以上的湖泊共有 34个 ，总计面积 

1825平方公里。全湖共有进出河 

道 92条 ，平均植物密度为每平方 

米 1026克 ，有芦苇 1．7万亩 、湖滩 

地2_3平方公里。阳澄湖中的消泾 

村与莲花垛是遮掩后方医院的最 

理想的天然屏障。《沙家浜》中所反 

映的就是当时这所新四军后方医 

院与当地群众在这里团结抗 日的 

真实历史。 

后方医院里有盛立 、张力 、梁 

玉贵、赵熙等几位医生，有上海来 

的学生和当地农家孩子组成的近 

10名护理员，他们与新四军伤病员 

一 起经常流动于横川心泾、消泾、 

长浜 、张家浜、陆巷、西董家浜一 

带，最近的距 日伪据点只有一二十 

里路。正常情况下，后方医院一般 

以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厩为 

病房 ，情况险恶时，后方医院就用 

数只渔船载上伤病员与医护人员， 

或飘泊在阳澄湖上，或隐匿于芦苇 

荡中的莲花垛上。 

这座所谓的新四军后方医院 

不但是一个飘浮不定的流动医院， 

而且还是一个药品和医疗器材极 

其紧缺的简陋医院，医护人员千方 

百计地克服困难，寻找与“发明”着 

一 切可以替代药品和医疗器材的 

物品：没有药品，他们把烤焦的无 

芯馒头碾成粉，当作“胃舒平”治疗 

胃病；把鸡蛋壳放在锅内烘脆后碾 

成粉末，当作钙片治疗肺结核。他 

们还就地取材，用米糠 、麦麸做成 

糕饼治疗脚气病。缺少医疗器材， 

他们便将筷子劈开，装上木塞做成 

土钳子；在牛皮纸上涂上胶水当作 

胶布；用砖块放在炉膛里烧热，包 

上布当作热水袋给伤员热敷⋯⋯ 

为了给伤员动手术，医护人员就用 

一 块大白布，四角拴在农家堂屋的 

梁上，作为外科手术室，或者用一 

顶龙头细布做成的大帐子挂在屋 

外，下面铺着两张桌子，在 日光下 

给伤员做手术。 

军民本是一家人。新四军后 

方医院到了哪个村，除了为伤病员 

治疗外 ，还经常免费为村里的村民 

诊治疾病。村民们也待伤病员亲 

如家人，悉心照料。他们为伤病员 

端汤喂饭，缝补衣裳。为了使伤病 

员早 日痊愈 ，重返战场，乡亲们还 

时常下湖捕鱼捉蟹，或者拿出家中 

的老母鸡和鸡蛋煮给伤病员吃，以 

增补营养。每当遇到敌情，乡亲们 

更加是争着摇船和带路，及时地将 

伤病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新四军后方医院的这36位伤 

病员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克 

服困难，乐观坚强 ，在当地群众的 

掩护和医护人员的倾心护理下，坚 

持到了最终 的胜利。1940年 1 1 

月，江南抗 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成 

立，由夏光任司令员 ，杨浩庐任副 

司令员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 

处副主任。此后，新“江抗”转战于 

吴县、常熟、昆山3县交界的消泾、 

横泾、东唐市一带，司令部设在消 

泾地区的强芜十善村。至1941年 

初 ，新“江抗”已发展成为4个连 、 

200多人枪的抗 日武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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