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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是一颗呼啸的子弹——

1939年9月21日，这颗长2．8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弹丸，从“忠义

救国军”一支蒋(美)式o．3叶步机枪中射出，嵌入一位1 6年后荣膺共和国

中将军衔的新四军部队指挥员刘飞胸中，直至将军1984年谢世方才取出。

谁能想到，就是这颗蛰伏于抗日英雄血肉之躯长达45年的子弹，不仅

引发了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而且还打开了透视中国

共产党人创建和发展新四军的内幕传奇和战略运筹，以及苏南东路地区抗日

英雄谱的窗口。

这颗子弹背后到底有着怎样血火交织的传奇故事?翻开长篇纪实文学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相信你会找到答案。

作者高建国曾在创造过芦荡火种英雄传奇的部队工作过，工作之余以

惊人的毅力通过长期执著的追踪调研，并怀着对历史的崇敬和对英雄的敬

仰，用史诗般的篇章，带领我们去感受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洞察和深省那

段属于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记忆的烽火岁月。

虽然民族危亡年月阳澄湖上的生死对决已渐行渐远，但和平建设年代

一些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信仰迷失和精神匮乏，使全社会对红色基因的

依存却与日俱增，这就是再现沙家浜斗争历史红色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作

者创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深切寄托。

这是一部具有穿透力、感染力的红色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力

作，又是一部展现并回归英雄人物的本色、能吸引当代青年并易于接受的文

彩飞扬的华章画卷!

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解放军健康》杂志陆续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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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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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39年2月8日，有着八十年历史的远东最大水上门广l十六铺码头，

“新江南”号客轮正升火待发=熙熙攘攘的登船旅客中，一对情侣的装束格外

抢眼：男的西装革履，器宇轩昂：女的身着旗袍，脚穿高跟鞋，颈挂珍珠项链，

挑着j蒲包物品的脚夫紧随其后二卜海同仁医院医生张贤和大德助产学校护士庞

露，正携带医疗器械和药品．乘船前往常熟，投身抗日武装二

张贤原名张兆浦，生于1915年5月，上海市嘉定县真如乡祁连村顾家巷人=

七七事变和八一i事变发生时．正在卜．海同f：医院学医的张贤目睹祖周大好河山

惨遭日寇铁蹄践踏，日夜寝食不安：1938年春．张贤勺I．．海中共地下党员李建模

相识，开始到浦尔从事抗[{救亡和红1一字会活动。1939年1月，常熟“民抗”领

导人李建模对张贤说： “常熟有一支抗日游．}|-队．那里非常需要医务人员．希

望你和庞露一起到阳澄湖创办一所后方医院”接到李建模带来的党的指示，张

贤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动员新婚妻子庞露舍弃优裕的大城市生活．共同

奔赴抗口前线和参加革命队伍二李建模交给张贤一笔款子：张贤看钱不够，便拿

出自己多年积蓄的银元，庞露也把家中给她定亲的首饰和自己挣的特别护理费拿

了出来，买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材，同f■医院护上长、中共地下党员张晨又支援

了一些医用器材。两人从卜海乘船到达常熟浒浦口码头，交通员把他们送到“民

抗”大队部所在地苏家尖莲荡浜，受到中共常熟县委委员、 “民抗”司令员任天

石等人的热情欢迎。庞露因行前倾其所有，把自己的钱伞部用来买医疗器械和药

品，到后方医院后竞拿不m一分钱置办相应的服装，很长时间一直穿着从I：海带

来的旗袍护理伤病员。

任天石是常熟梅李塘桥人，出身中医世家，少年时便以天下苍生为念，立志

为救国救民施展抱负，后就渎于上海中围医学院，在家乡开过中药店：在张贤到

来之前．他动员旧同行杨医生和当地人唤作蒋放的村姑来到阳澄湖张家浜，专门

救治“民抗”的伤病员，由杨医生担任“民抗”后方医院院长，蒋放任护士：任

天石管蒋放叫蒋淑芳，还安排病情较轻的伤病员赵阿山兼任医院管理员，负责把

常熟县委筹集来的粮款，分送到伤病员隐蔽的村子和各家各户。这些赤脚医护人

员都编入当地农户并熟记户口和门牌，白天化装成农民下田劳动，夜间给伤病员

冲洗伤口、换药和搞吃食。作为第一个来“民抗”的卜海医生，张贤成了湖卜后

方医院第二任院长，也是酋‘任科班出身的院长i

张贤寡言，但颇重实干，2006年，庞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在水上流动

医院中，张贤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是院长，又管总务，既要动手术和筹措药

品，又要查看地形和为伤病员站岗放哨，里里外外一把手，忙得不可开交。一次

战斗中．战士关玉坤面部受重伤，下颚骨破碎．满口牙齿都脱落了。张贤便通过

导管给他鼻饲，还用自己每月发的一元五角钱，买来猪肉、鸡蛋和糖等营养品给

伤病员补养身体．自己依旧吃粗茶淡饭一

那时，后方医院院部设在横泾河北岸西侧的两间草屋内。隐蔽在港汉芦苇

荡中的后方医院处于日伪据点的“梅花桩”里，正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困难一

张贤和庞露的到来，使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在人才和设备上都得到明显加强。7

月． “江抗”所属的六团卫生队与张贤所在的后方医院合并，组成“江抗”后方

医院．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成为湖上后方医院第i任院长，张贤改任休养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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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医务处主任，叶森任后方医院指导员，于是，在抗战艰苦环境中应运而生

的湖卜-后方医院，建院时间不长就拥有_『三任院长。

1939年底，湖I：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增加到了十多人，医生有I：海来的

盛立、张力、赵熙等，也有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小河口后方医院来的梁玉贵医

生。由于战斗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此后，从E海同r、同济和红十字会

医院及其他城市医院，陆续来了几批医护人员，其中有周廷宰、陈石土、陈

宇(女)、白山(女)、王嶙(女)、包蕴(女)、征红(女)、马佩卿、

叶琼、顾行(女)、顾励(女)、程毅、柳浪、张帆、顾克成、顾定宇、沈

逸、归祖兴、杨子清、安希盅、王寅、张健如、程瞒(女)、李善娟(女)

等。为r帮助大家掌握和提高医疗技术，后方医院在战斗间隙举办短期医药

卫生训练划E。科班f}{身的医生白编教材，亲自讲授，边干边教，甚至采取一

些直观形象的教学办法，如在眼药水瓶E画一只眼睛，以便初学医的同志‘j

碘酒区分，减少医疗事故。

日寇稍一放松追捕，湖I：后方医院便转移到张家浜，但有十名伤病员不

幸被可恶的败血症夺去了生命。 “民抗”司令员任天石将自家一条祖传的看

病船送给后方医院，医院开始有了一只专放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小船，加上伤

病员经常乘坐的其他船只，后方医院成了名副其实的水上流动医院。

湖i：后方医院医疗用具和药品严霞匮乏，用于伤病员治疗的每一瓶碘

酒、每一片阿司匹林、每一滴红汞，都是地下党组织和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

险，突破鬼子和“忠义救国军”重重封锁从上海采购来的。医护人员坚持土

法上马，因陋就简制作医疗设施器材和代用药物二没有手术室，就用土白布

蒸煮加以和置营造消毒空间；没有金属镊子，就削竹筷蒸煮后顶替；没有夹

板，自已锯木板做；没有脱脂棉花和绷带，就用普通棉花和土布煮沸消毒后

代用；没有消毒液，就用明矾把河水和井水澄清，放盐烧开冷却后给伤员冲

洗伤口。他们还用老百姓的蒸笼，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把砖头烧热后，用

于伤病员的热敷；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让肺结核病人服用后增加钙

2 007年3月，张贤烈士的遗
孀、新四军老战士庞露和儿子
张克宁在南京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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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用硫磺粉加石灰水煮成药水，治疗伤病员身上的疥疮。常熟县委急湖卜

所急，积极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一些药品和慰问品交由上海来的1j

人、学生和商人，秘密带到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

敌人开始“扫荡”时，医护人员便背起割草的箩筐，里面藏着药品，边

割草边观察敌情，相机到隐蔽着伤病员的老百姓家去巡诊和护理。敌情严重

时，医护人员就傍晚开饭，天黑出发，连夜巡诊伤病员，拂晓前宿营，天明

前派出观察哨。敌情最紧张时．医护人员就将重伤员留在船上护理，一夜要

转移几次。一次，天刚蒙蒙亮．医生张力化装后到湖上给伤病员换药。路过

一个小镇时，鬼子恰好把小镇包围，强逼村民集中起来。夹在村民中间的张

力面临生死抉择：被鬼子查出手提篮子中的药物，自己必死无疑：可扔掉多

少同志流血牺牲才送来的药物，耽误了伤病员治疗，自己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呢?张力下决心与篮子中的药物同生死、共存亡，终于冒险闯过了生死关，

安全地把药物送到后方医院船上。张医生的历险经过，使伤病员感动得热泪

盈眶。

那年，常熟张家浜的村民秋收垛稻草时，都不约而同在草垛中间留个大

窟窿，家家把狗都拴起来，防止乱叫。庄西头凌家寡妇有个九岁的女儿叫小

凌子，有次在后门口偶然看见草垛里露出一条烂腿，吓得扑到妈妈怀里直叫

唤。妈妈据实以告后，小凌子成了伤病员谢锡生的“特别护士”，每天天亮

前和天黑后各给他送一次饭，有时在门口附近望风，让他晒会儿太阳一

后方医院护士蒋淑芳经常替伤病员换药送水、缝洗衣服。有一天，刚

能走动的闽东籍排长叶减忠见蒋淑芳在河中洗衣服手冻得发紫，便赶过去帮

忙。不料刚蹲下．管理员就跑过来说，一个汉奸带着鬼子进村了。蒋淑芳急

忙让叶诚忠躲到水凳底下，赶紧拉开被单遮住他的脑袋，依旧若无其事地洗

衣服，竟然化险为夷．

1940年4月底， “江抗”东路指挥部成立后，将“江抗”休养所与“民

免露与儿子张克宁、张克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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