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扑通"一声
栽进水缸里

人生首次得到
“司令"头衔

蒋介石

曾遇恩人“阿庆嫂"
◇朱 岩

人所共知，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有

这么个剧情：胡传魁曾向刁德一提起自己当初遇险时阿

庆嫂出手相助一事，“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

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

改色，无事一样，骗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胡传魁的原型，毫无疑问应是抗战历史上真实的“忠义

救国军”之司令胡庆汉，但“水缸藏身”这个典故却与

他无关。不知此典出自何处的人，可能以为这只是编剧

的虚构而已，殊不知这是载于正史的蒋介石一段轶事，

而其中藏入水缸这一细节则历来鲜为人知，此事发生在

福建长泰县。

蒋介石幼年就有过自水缸脱险的经历。据他说，

是“幼多疾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

在奉化老家，幼年的蒋介石出于好奇，爬到一口大水

缸上面，喃喃自语道“这就是司马光砸过的大缸吗?”

不料大头朝下“扑通”一声栽了进去，幸亏家人发现

得早，将他及时捞起，不然的话他也就小命呜呼了。

可时值冬日，一身棉衣裤全都浸了个透，这祸也惹得

不小，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险。

蒋介石少小就有从军之志，20岁时就剪掉辫子出

国赴日本，打算学习军事，但因不具公费身份不得报名，

只好又折回国内，先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才得以

被派往日本深造，1910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这一年，

孙中山从檀香山回日本作短期停留，陈其美将蒋介石

介绍给孙中山。

1914年6月，蒋介石二度去日本时，向反袁失败、

追随者纷纷离去的孙中山宣誓效忠，从此获得孙中山

信任。1915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

革命军中当参谋长。1918年3月，蒋介石又被孙中山

召到革命大本营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但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很受排挤，于是7月份他就

◎青年蒋介石

辞职不干了。两个月后，1918

年9月26日，蒋介石被陈炯

明提拔为其第二支队司令，

驻地在福建省长泰县。要知

道，蒋介石自打从军以来，

一直是以幕僚身份行事，这

回才是他人生中首次真正意

义上的领兵，而且得到了“司

令”的头衔，怎不令他踌躇

满志!他当时亲拟一份文告，

其中说道：“伏愿而今而后，

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

平定全亚，完成革命伟大之

盛业，决心大显，一展抱负。”

当时蒋介石率领的是一

批由浙江籍人组成的队伍，

名日“支队”，实际上不过

是一个连的规模，最多百儿

八十人。驻扎在县城北门的

一个书院，现在是该县电视

台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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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长泰县的另有一

支部队，是由广东籍人组成。

都是外省人，彼此间不免原先

就有隔阂，加上同在一地且时

间一久，这两支部队间少不了

要发生一些相互龃龉的事，从

打口水仗开始，冲突愈演愈烈，

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向。蒋介石

作为浙江人这方的长官经常

要出面调停，更是经常要偏袒

自己一方的人，从而引起对方

忌恨。矛盾激化，终有一天引

起双方火并。

一天中午，正在午睡的

蒋介石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枪

声惊醒，这时哨兵前来向他报

告：“不好了!粤籍人前来报

仇，说是要捉拿您这位浙籍人

的司令。”蒋介石顿时吓得六

神无主，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

去避难。虽然名为“司令”，

但他明白，他这百八十人的乌

合之众，事到临头是完全不能

依靠的。

情急中他突然想起了一

个人，何不向她求救?原来

离这书院不远的后庵巷内，

有个被人称作“谢娘”的江

西籍妇女，她与本县一位男

性成亲，从此主持家务。这

位大嫂多年走南闯北，交游

广泛，富有社会经验，又为

人热情侠义，乐于助人，说

得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和普通

话，在本地知名。蒋介石与

她处得很熟，许多缝补浆洗

到她扑通一声跪下，陈述自己无缘无故遭到追兵索命，

现在万分危急，恳求看在相识份上，行个方便也即赶

紧给个藏身处，逃过此劫。这谢娘见这位平日耀武扬

威的司令，遇事竟是屁滚尿流，狼狈不堪，为保命还

来屈驾相求，感到实在有点儿好笑，但又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然而这藏身之处确实难觅，人家来追杀肯

定要入室搜寻，屋里是藏不住的。她脑筋一转弯，奔

向院里那口大水缸，把缸盖一掀，“请君入瓮”就是，

蒋介石早就慌不择路，二话没说就爬了进去。谢娘于

是又忙活了一阵，先是把一个大蒸笼放到缸盖上，接

着又把一大堆杂乱衣物堆上去，里三层外三层捂了个

严严实实，好像是很久没动过一样。说时迟那时快，

这伙追兵赶到了，谢娘虽与他们也很熟，但她沉着应

付，和颜悦色地先让他们进屋里搜一搜，还故意指着

那口大水缸问：“要不要再看看这里头?”蒋介石这

会儿在缸里听着，心里头可打开了鼓，“要出卖我?”

可这帮追兵听了这话直发笑，向谢娘说道“信得过你”，

心里却想，这蒋介石贵为司令，再下作也不能落到这

步田地呀!摆摆手走了。

风波过去了，蒋介石浑身精湿爬出了水缸。他经历

这番事变真如大梦初醒。他当场向谢娘跪下，口中念念

有词：“谢娘，你就是我的亲娘!我日后若是能飞黄腾

达，一定报答你这大恩大义!”说完，他从身上掏出一

块银元，用军刀一劈两半，一半送给谢娘，一半自己留

着，作为来日相认的信物，并再三叩谢不已。谢娘这位

朴实的妇女，毫无借机邀赏之意，一再解释说自己只是

顺手帮忙，让蒋介石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报答。

事后蒋介石奉调回到漳州。经历了这番劫难的他，

不久又卷土重来，想要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了。当年11月

◎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一场剧照

谢娘把他
藏进水缸

谢娘
你就是我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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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队官兵
作鸟兽散

谢娘拒领
蒋介石谢意

19日，蒋介石率兵从长泰出发，准备北上攻打福州。谁

料到就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配合国际形势，民

国政府徐世昌大总统也下令各路讨伐大军罢战退兵，随后

美、英、法、日、意五国政府驻广州领事也劝告广州军政

府平息事态，而蒋介石此时尚全然不知。12月7日蒋介

石占领永泰重镇嵩口，并向永泰城关进发，正在这时他

接到了停战的命令。半个月长驱700里且孤军深入的蒋介

石，不甘心功败垂成，他一发不可收，直待12月8日攻

克长泰县城才罢手。当时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先是

满口承认“各自原防之约言”，然而三天后便转入反攻，

12月15日又夺回长泰，于是蒋介石的第二支队官兵立即

又作鸟兽散。蒋介石在后来回忆说“中正只身冲围而出”，

他丢失了自己6年写下的日记，还有两本兵书，一本是《巴

尔克战术》，另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最后又

是遇到一名船民搭救才脱离险境。蒋介石为报恩，将自己

的怀表赠予船民，文革时期这事被追查，那块表也遗失。

事后讨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抚慰蒋介石，说： “非关吾兄

处置不当”，然而蒋介石却为自己初出茅庐即遭}参败一事

耿耿于怀。离开福建后，蒋介石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商品交

易所，他虽然在军事上毫无才智，但对投机的奥妙还是了

解得非常透彻的。在翻云覆雨一般的证券交易大起大落中，

他用一年时间就赚足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

动资金，以此为资本，1920年他又重返军职。

1947年出版的《长泰县新志》将蒋介石这段大难

不死的轶事记入《大事记》中，但出于“为尊者讳”原因，

省略了蒋曾爬进水缸一段，并在蒋介石当年的驻地悬

挂起“罗山文明书院”的牌匾。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

◎蒋介石视察军队

长徐箴也题写了“蒋公尝驻

节于此”的字迹附在匾上，

还留有“回首当年系马桩，

此地曾经起卧龙”的字句，

今天都不见了。民国福建省

省长陈仪视察长泰县时也为

题词“武德是扬，蒋公尝驻

节于此”。此地遂成为蒋氏

的一处“蒙难”纪念遗迹，

与西安事变时的华清池“捉

蒋亭”齐名。

蒋介石后来并未再来此

地。只是到了全国解放前夕，

谢娘家里突然来了一位陌生

人，说是受蒋总统之托前来

寻找救命恩人，还特意带着

当年那半块银元，要和谢娘

对证。孰料谢娘好像全然不

知此事，几句冷淡回话就让

来人灰溜溜地走了，许多人

疑惑不解。

原因是，此时岁数已近

古稀的谢娘，对自己当年出手

搭救蒋介石一事越来越悔恨不

已，她知道这个蒋介石发迹之

后，干的全是祸国殃民的坏事，

最后被人骂为独夫民贼，眼看

现在就要垮台，谢娘岂能再证

实这一不堪回首的往事，更别

说去领他这个情!她认为，好

在当初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就让它随着时光流逝，风飘云

散好了。由于当事人不屑提及，

从而这段轶事即使后来被写进

剧本，也很少有人知道原型竞

出自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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