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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武汉地区的斗争方略

一
一纪念武汉解放四十周年

吴 仲 炎

抗战叫利以后
,

在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熬过了 7 年悲惨生活的武汉人民
,

终于有了喘息

的机会
,

萌生 了对关好前景的向往
。

可是残酷的现实使强烈的希望立 即变成了强烈的失望
。

1 9 4 5年至 1 9 4 6年
,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

无休止地抓兵筹晌
,

调兵遣将
,

迭次向解放

区发动军事进攻
,

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

使广大人民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

摆在武汉人民面前

的任务
,

是进行反对美蒋统治
,

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

当时
,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
: “

我们的总

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中
,

取消大地主
、

大资产阶

级的独裁统治
。 ”

在长达 7 年的 日伪统治时期
,

党在武汉的活动长期中断
,

鄂豫边区党委的城

市派遣工作时断时续
,

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
。

日本投降后不久
,

中共中

央南方局 (后改称为垂庆局
、

南京局
、

上海局 )根据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方针
,

从革命形势与武

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实际情况出发
,

决定派人到武汉开辟工作
,

重新建立党的组织
,

恢复党

的活动
。

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说过
: “

目前武汉是块沙漠
,

党还没有深深扎下

根
。

你们返 回武汉的人就是
`

垦荒
’

队员
,

去开垦这块沙漠
,

把根深深扎下去
。 ”

南方局组织部

长钱瑛在同 ;,反遣到武汉开辟工作的负责人曾悼谈话时指出
: “

武汉是革命名城
,

党在那里有很

深的影响 ; 武汉又是华中重镇
,

南北交通要冲
,

做好武汉的工作
,

对全国都有影响
。 ”

他还指

出
: “

在敌占区和国统仄的政策
,

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
,

一方面采取
`

荫蔽精干
’

的政策
,

即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
`
}翁蔽精于

,

长期埋伏
,

积蓄力量
,

以待时机
,

的方

针
。 ”

(一 ) 由荫蔽精干到进攻发展

来到武汉开辟
_

E作的同志
,

根据南方局的指示
,

首先找到职业
,

取得合法身份
。

他们十

分注意荫蔽
,

扎根于群众之中
,

做到
“
三三勤

”

(勤业
、

勤学
、

勤交友 )
, “

三化
”

(社会化
、

职业化
、

群众化 )
。

董必武曾殷勤嘱咐来武汉的地下党员要
“

熟读圣贤 (马列 ) 之书
,

广交天下之友
” 。

钱瑛也

嘱咐为曾悼打前站的赵忍安到武汉后
,

一要注意荫蔽
, 二二要广交朋友

。

赵忍安到武汉后
,

以

自己的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的身份
,

广交金融
、

工商界人士
,

同上层人士打交道
,

同先后

担任国民党沟J北省政府主席的万耀煌
、

张笃伦等结识往来
,

为掩护自己
、

掩护地下党的领导

伺志
,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经南方局组织部派遣回湖北开辟工作的陈克东等一 批土生土长的地下党员
,

他们以 自己

社会联系多
、

情况熟的优势
,

为地下党搞交通联络
,

并筹集活动经费
。

在工厂中扎根的刘实等一批从重庆来的同志
,

他们通过武汉 1 二

商界进步人士陈经舍的儿

子的关系
,

先到义顺油行炼油
,

修锅炉
,

做包活
。

初步站住脚以后
,

再通过其他的社会关系

到其他工厂找活干
。

地下工作人员
,

不仅干一行精一行
,

而且完全群众化
。

例如
,

曾悼初到武汉时
,

当过震

寰纱厂的技术员
,

有次厂方要他设计一座楼梯
,

他买些有关书来看
,

并向老木工师傅请教
,

画出图来
,

照他设计做的那个梯子居然还不错
,

群众还把他 n叮
“

工程师
” 。

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大学生
。

其中一位是女同学
,

叫张瑾格
,

河

南人
,

她与地下党联系之后
,

被派到纱厂当工人
。

这位出身教授家庭
,

过惯 了优裕生活的女

大学生
。

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
,

很快学会 了纺纱技术和一口 流利的武汉话
,

同

儿位女工成了知心朋友
。

另一位是男同学
,

叫刘绵
,

出身于官宦之家
。

他通过 土 层 社 会关

系
,

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当上 了内总收发和中尉机要课员
,

掌握了许多极为重要

的机密
。

在群众中扎下根之后
,

审慎地发展党员
,

几支力量汇合一起
,

成立中共湖北省工委和中

共武汉市工委
,

实行单线联系
,

学运两个系统平行作业
,

实行城乡分开
、

上下分开
、

公开机

构与秘密组织分开
、

城市工作与武装斗争分开等原则
。

荫蔽精干决不是消极的
,

而是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出发
,

通过斗争积蓄力量
,

促

使敌我力量彼消我长
,

作好决战前的准备
,

争取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

正如当时白区工作领

导人刘宁一所指示的
:

象山里的水
,

外面看不见
,

里面却在流动
。

在敌我力量对比虽有所变化但一时尚不利于实行全面进攻时
,

党审时度势
,

组织好胜利

后的退却与退却前的进攻
。

在一个大的运动和斗争取得胜利时
,

则有计划地部署胜利后的退

却
。

1 9 4 7年 5 月
,

在蒋介石集团前线大败
,

后方危机深重
,

大肆镇压民主运动的情况下
,

党

针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

扩大宣传
,

尽情揭露其反动本质
,

建立反卖国
、

反内战
、

反独裁与

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

造成强大的革命的舆论
; 但是

,

在行动上避免在不利 条 件 下 去硬

碰
。

因此
,

当北平学联提出 6 月 2 日举行全国总罢课的号召之后
,

地下党十分注意各方面的

动向
,

并且从李书城
、

张难先等元老人物那里得知反动派的情况有些异常
。 “

六
·

一
”

惨案发

生前两天
,

地下党派人到武大提醒核心分子
: “

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看
,

国民党这次很可能

下毒手
, 6月 2 日的罢课最好改期举行

。 ”

武大核心组商量后认为
,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
,

要改变计划 已来不及了
,

只好对第一线的积极分子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

在
“

六
·

一
”

惨

案发生后
,

地下党提出了如何进行斗争的六条意见
,

如成立
“

六
·

一
”

惨案处理委员会
,

派出

赴京请愿团
,

以及提出强烈抗议
,

要求严惩凶手
、

立即释放被捕师生
、

公葬死难同学
、

保证

今后不许军警宪特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
。

其 目的是打破封锁
,

冲出学校
,

向各界揭露惨案真

象
,

争取社会声援
,

把 目标直接指向蒋介石反动统治
,

以便通过这次抗暴斗争
,

把反饥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的运动推 向更大的高潮
。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
,

敌人被迫释放了

被捕师生
,

宣布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查办
,

拘捕稽查处长胡孝扬
,

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

类似事件
。

与此同时
,

汉 口联营书店的马仲扬等 6 位同志
,

也从
“

军人监狱
”

里获释
。

国民党联勤总部武汉被服厂
“ - -
一

·

七
”

血案
,

及该厂工人的抗暴斗争
,

也深深地教育了

广大群众和党员
。

工人们组成了
“

一一
·

七
”

血案支援委员会
,

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和

《告武汉各界同胞书》 ,

提出了
“

杀人者偿命 !
” “

给死人报仇 l
”

等口号
。

接着举行追悼大会
。

在



群众运动压
.

力下
,

敌人只好当众逮捕枪杀工人的厂警队的头目
,

将厂长停职
,

并答应 了发放

奖金
,

抚恤死者家属等条件
。

斗争取得 了胜利
。

武汉被服厂
“

一一
·

七
”

血案以后
,

武汉人民反饥饿
、

反迫害的斗争烈火更加蓬勃地燃燃

起来了
,

工人的罢工斗争
,

一浪高一浪
,

冲击着反动统治的基石
。

就在这个中国人民革命战

争的伟大转折关头
,

反动派狗急跳墙
,

对人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
。

在武汉
,

则有武汉被

服厂第二次罢工斗争被镇压
; 此后

,

还发生了汉阳武工队和位于黄鹤楼簧巷的红十字会补习

学校 (地下党的地下印刷机关 ) 被破坏事件
。

党审时度势
,

一面火速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

一面

设法 了解被捕人员在审讯的供词和在狱中的表现
,

以便采取对策
,

力争把机关被破坏所带来

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
。

并针对当时敌人疯狂镇压革命力量的情况
,

决定暂不搞大的运动
。

钱

瑛指示武汉地下党在工作上暂时收缩
、

要武汉地下党把大江两岸的工作交给新四军第五师
,

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武汉的工作
。

为此决定成立武汉地下市委
,

撤销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
。

钱瑛叮叶 曾悴
:

既要注意保存力量
,

又要随时待机出动
。

按照上级的指示
,

地下党即使是在环境急剧转向恶化之际
,

仍然继续保持饱满的旺盛的

斗争热情
,

不失时机地捕捉战机
,

有计划地部署退却性的进攻
。

虽然敌人在 1 9 4 8年 8 月成立

了
“

特种刑事法庭
” ,

传讯了武大 18 位同学
,

但我们仍然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反传讯的斗争
。

并

在一些单位发动 了罢工斗争
,

其中最突出的是武 昌第一纱厂工人 1 9 4 8年中秋举行的大罢
一

〔
。

经过一年多时间反饥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的尖锐斗争
,

武汉广大群众的思想觉 悟 大 大 提高

了
,

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发展壮大 了
。

这就为下一段迎接和配合人民解放军
,

里应外合地解

放武汉三镇
,

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

当决战时机
,

即
“

积蓄力量
,

以待时机
”

的这个
“

时机
”

到来之际
,

则在坚 持
“

荫 蔽
” 、 “

埋

伏
”

的方针下
,

更加注重放手发动群众
,

英勇果敢地进行战斗
。

例如武汉大学
,

经过长期斗争

和积蓄力量
,

特别是在 1 9 4 8年下半年
,

发展
、

壮大了党的组织
。

到了决战时刻
,

仅地下市委

系统
,

就在武汉大学形成了一个有近 80 名学生党员的党总支
,

和一支有 3 00 多名新民 主 主义

青年社社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积极分子 队伍
,

成为武汉地区党员和骨干 队伍人数

最多的一个战斗堡垒
。

在那里
,

地
一

「市委学运两个系统适时地实行合并
,

从总支到分支实行

会议制和总文
、

分支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 4 月

,

地下市委决定在武大成立党的临时工

作委员会
,

对教运和学运实行统一领导
,

分工负责
。

在学生中
,

从上而下
、

从下而上建立了

学习小组 (也是应变小组
、

生活小组
、

战斗小组 )
,

把广大同学紧密地团结在党总支的周围
,

团结在为党组织所掌握的公开合法机构—
学生 自治会和安全互助团的周围

。

有什么活动
,

只要通过这两个机构公开号召
,

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在院
、

系
、

级
、

组中串联
、

发动
,

就能迅

速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

在那里
,

原来只能在绝对荫蔽秘密状态下才能进行的活动
,

如学习党

的文献和毛泽东的文章
,

收听解放区 电台的广播
,

练习解放区的歌舞
,

排演解放区的剧 目
,

举办关于党的各项政策理论问题的报告会和座谈会
,

进行校产调查登记
,

发展 联 防 警 卫活

动
,

编印发行红色报刊等等
,

因其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

为绝大多数人所热烈拥戴
,

所以能

够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了 ; 而那些极少数反对派的反对言行
,

因其不得人心
,

没有市场
,

成

为过街的老鼠
,

人人喊打
,

不得不转入地下
。

在决战时刻
,

在组织上也有所转变
。

原先实行单线联系
,

两个系统平行作业
,

此时则形

成会议
,

加强统一领导
; 原先因暴露而转移的地下工作人员

,

此时则相机调回
,

投入战斗 ;

原先 由发展到巩固
,

在发展中求巩固
,

此时随着斗争的纵深发展
,

则由巩固到发展
,

在巩固

中求发展
,

放手发动群众
,

特别是注意发动中间和后进的群众
,

审慎而积极地吸收在斗争中



涌现出来的新积极分子入党
; 原先党员身份是秘而不宣的

,

但在关键时刻
,

对关键性的策反

刘
`

象
,

当其思想斗争激烈之时
,

则以党员的身份挺身而出
,

拉他一把
,

促其下定决心
,

承担

特殊使命
; 如此等等

,

都是应时而变
,

应运而生
,

应势而动
。

在决战时刻
,

特别是在
“

青黄不接
”

的
“

真空
”

时刻出现时
,

原先居于幕后的地下工作人员

和各级领导成员
,

此时则亲临前线
,

进行指挥
。

当大军摧毁长江防线
,

一举解放国民党反革

命政治中心南京时
,

地下市委通过了《为保护城市渡过
“

青黄不接
”

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
,

决定实行
“

分江而治
” ,

建立武昌分委
,

并在江北
、

江南分设两个指挥部
。

5 月15 日白崇禧及

鲁道源城防部队撤退时
,

市委领导成员按原定计划进入了荫蔽的指挥所
,

通过事先编制好的

电话网络指挥战斗
。

组以上的干部也到达预定的重点单位和要害部门指挥战斗
。

此时此刻
,

原先使用的常规战术远不适应 了
,

要打破常规
,

放开手脚
,

进行短兵相接的

斗争
。

例如
,

汉口 电信局是地 下市委在激战时进行指挥的神经枢纽
,

也是敌人一定要进行破

坏的重点单位
。

5 月 15 日上午
,

局方接到白崇禧的命令
,

限16 日拂晓前将所有机器运走
,

不

能运走的就彻底破坏
。

这时在该局坐镇的市委委员刘实派该局党支部书记向法院的地下党员

取回白朗宁手枪和子弹
,

作好短兵相接的决战准备
。

工人深知保护电信设备的责任重大
,

提

出了
“

誓与机器共存亡
”

的口号
。

临近最后时刻
,

敌兵果然来了
,

一场同敌兵的破坏活动进行

的搏斗展开了
。

值班人员坚守电信岗位
,

地下党员更是坚守在总机室里
,

保持市话畅通
;
保

卫人员实行武装保卫
,

一面与敌人进行说理斗争
,

一面准备在必要时显示武器的威力
。

敌兵

理屈词穷
,

终因逃跑要紧
,

最后慌张鼠窜而去
。

革命高潮以及决战时刻
,

无疑是要更加注重实行放手发动群众
,

发展进步力量
.

采用进取
、

开放
、

进攻等战术
。

但是
,

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暴露身份而不再需要荫蔽与埋伏
,

更不意

味着可以横冲直闯
,

赤膊上阵
,

重复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中的
“

左
”

倾冒险主 义的策略
,

而是

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善于利用敌 人在最后时刻急于南撤以保存实力的

心理
,

进行智斗
。

如对武汉城防司令鲁道源最后施行以金钱送瘟神的策略
; 在反搬迁时

,

大

搞
“

蘑菇战术
” ;
在反破坏时

,

巧妙地采取伪装
、

调包
、

转移
、

隐藏等手法加以截留和保护
,

在调查敌情时
,

巧妙地弄到钥匙
,

乘夜深人静之际
,

打发档案柜
,

抄录
、

复制
“

征信资料
” ,

以及通过社会关系弄到《武汉城防工事图》 ; 在大造革命舆论的过程中
,

用
“

改头 换 面
” 、 “

假

借名义
” 、 “

文不对题
” 、 “

正反对比
” 、 “

旁敲侧击
”

等手法
,

报道解放区的电讯 揭露敌人的阴

谋
; 在敌人发布

“

十杀令
”

(即
“

特别戒严令
”
) 时

,

襄南地委城工部的一位党员和 儿 位 城 工人

员
,

扮成
“

犯人
” ,

背着用破被包着的人民解放军的布告
、

传单
,

由省会瞥察局的一个城工关

系率领警官
,

装作押解人员
,

乘小船将宣传品送过江后广为散发和张贴
;
如此等等

,

举不胜

举
。

党既掌握敌人在撤走前的慌乱心态
,

又估计到敌人在绝望时狗急跳墙
,

因而对党员和积

极分 子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

使其作好前仆后继
、

有条不紊地接替工作的思想 准 备 和 组织准

备
。

并严防投机分子的混入与破坏
,

始终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

(二 ) 从生活到政治
,

从分散到集中

在初期的活动中
,

我们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存
、

生活
、

经济问题入手
,

在斗争中进

行教育
,

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起来
,

把分散的斗争一步一步地集中

起来
。

用钱瑛的话来说
,

这叫做
“

从生活到政治 , 从分散到集中
。 ”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
,

政治斗争与生活斗争不仅密切联系
,

相互促进
,

而且迂回起伏
,



循环交替
。

单纯的政治斗争不能持久
,

单纯的生活斗争不能提高和深入
。

从生活斗争与经济

斗争入手
,

才使政治斗争有 了更厂
’

泛的 峭拙 ; 而政治
之

卜争又是生活斗争的集中与提高
。

两者

相辅相成
.

相红 贯 j迹
,

即在政治斗争中有着生活性
,

在生活斗争中也有着政治性
。

政治斗争

与生活斗争往往是迂回 起伏地交替进行
,

螺旋似地曲折上升
。

以武大为例
, 1 9 4 6年夏复员回

武昌路咖山后
,

广大同学进行了抗暴斗争
,

接着要求补发复员费的问题提到了行动的 日程
,

并且增添了改善校政和改善生活福利等内容
。

1 9凌7年春
,

国民党在前线节节败退
,

加紧扩军

勒索
,

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
,

挣扎在饥饿线上
,

从而掀起了
“

向饥饿制造者开 战
”

的 斗 争 怒

潮
,

并指出造成饥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反共的内战
,

于是提出了
“

反饥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
”

及
“

向炮口要饭吃
”

等 口号
,

这样就把生活斗争同政治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了
。

武大学运在
“

六
·

一
` ,

惨案后
,

从政治斗争转向以生活斗争为主
,

从 同学与人民大众切身

生活疾苦出发
,

开展助学运功
、

义卖话动
、

后湖救灾运动
,

及反饥饿
、

争温饱运动
,

提出了
“

要生存
,

要民主
,

要和平
”

的口
一

号
,

渗透 了很深厚的政治内容
。

同学们在公众场所和热闹地

段进行劝募时
,

既揭露了敌人
,

又教育了群众
,

更锻炼了自己
。

特别是在 1 9 4 8年 秋 冬 反 饥

饿
、

争温饱 斗争中
,

武大
、

华大等校组织了
“

活命交卖会
” ,

在汉阳门等地段摆开大拍卖的摊

子
,

扯起
“

活 命大拍卖
”

的旗子
,

敲锣打鼓
,

男女同学合唱
“

交卖歌
” ,

真是喊一声价钱
,

诉一

声苦
。

这
“

活命大拍卖
”

的场子
,

实际上成了教育群众
,

揭露敌人的讲台
,

矛头直指国民党反

动派 及其反动统治
,

使群众认识到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 主义支持下发动反共内战所加剧的社

会经济政治危机
,

是武汉民不聊生的总根源
,

而不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
,

则不可能制止反共

的内战和争取和平与温饱
。

这样逐步引导群众把生活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
,

并同揭露
“

和谈
”

阴谋结合起来了
,

同反搬迁
、

反破坏
、

保护城市
、

迎接解放紧紧衔接起来了
,

同坚持和谈的

八项条件
、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紧紧联系起来了
,

从而把
“

反饥饿
,

反内战
” , “

争温饱
”

升

华到新高度
,

推进到新阶段
。

反搬迁
、

反破坏
、

保卫城市
、

迎接解放这场全市性的波澜壮阔的人民之战
,

标志着战略

决战阶段的到来
。

但即使在这场政治性很强的斗争
`
和

,

仍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
,

提出
“

保住机器
,

保住饭碗
” “

湖北机器养活湖北工人
” “

铁路是铁路员工的饭碗
”

等口号
,

来抵制

搬迁
,

并发动员工回忆抗战时期跟随国民党当局搬迁到大后方时沿途的悲惨情景
,

还发动员

工不断要求发给加班费
、

迁移费
、

安家费和迁散费
,

使反搬迁
、

反破坏斗争带着浓厚的生活

色彩
,

加强了政治斗争的综合效应
。

同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
,

还有分散 斗争与集中斗争
。

分散斗争与集中斗争
,

两

者又是相互联系
,

循环往复的
。

从分散到集中
,

再从集中到分散
, 一

也是螺旋式上升
,

波浪式

前进的
。

分散斗争即小规模的接触是连绵不断
,

此起彼伏的
。

在形势对我有利
,

敌人的弱点

暴露
,

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时
,

及时地把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
,

实行突然袭击
,

出其不意
,

攻其不

备
; 当敌人还来不及组织镇压时

,

我们已经化整为零
,

分散到群众中去
。

如武汉大学
“

六
·

一
”

惨案发生时
,

出现了一场集 中性的抗暴斗争
,

它把各校
、

各阶层的支援活动汇集在一起
。

斗争

发展到一定时候
,

各校斗争又呈现分散状态
。

在全市各阶层
、

各种力量的汇合下
,

分散的斗争

又过渡到集中的斗争
,

即反搬迁
,

反破坏
,

保卫城市完整
,

配合大军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

党善于抓住敌人在集中斗争 中既想残酷镇压又怕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矛盾心理
,

适当

变换斗争形式
,

促使敌人妥协让步
,

使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
, 19 4 9年初先后开展了两次罢教

索薪斗争
,

迫使国民党汉口市政府作了让步
。

其时
,

武汉解放在即
,

市委常委张文澄决定
,

在群众经济要求得到适当满足时
,

及时地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
,

组织群众进行保



校保产的集中斗争
。

涓涓之流终于汇成滚滚洪涛
,

纤纤之绩终成赫赫之功
。

(三 ) 从合法斗争到非法斗争

我们开展的许多斗争都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
,

即以合法掩护非法
。

我们强 调 合 法 斗

争
,

是因为革命
“

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 ”

①应该
“

是在有理
、

有利
、

有节的原则下
,

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
、

法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
,

稳扎稳打

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 ” ② 我们反对合法主义

,

但是
,

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去组织群

众
,

开展斗争
。

1 9 4 7年 2 月
,

在面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时
,

周恩来同志指出
:

“

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
,

坚持我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
,

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

合法与非法的斗争
。 ”

③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势下
,

我们党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
,

尽可能扩大合 法 斗 争 的范

围
,

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
。

例如
,

武汉大学学生在
“

六
·

一
”

惨案发生后
,

以合法的形式
,

招

待新闻界
,

发表抗议书
,

接待吊唁者
,

举办血案实物展览
,

派出赴京 (南京 ) 请 愿 团 与 答谢

团
,

召开追悼大会
,

举行
“

出殡
”

(即抬棺游行 ) 等
,

以充分揭露敌人
,

扩大影响 ; 武汉被服厂
“

一一
·

七
”

血案发生后
,

工人们按照当时的民间习俗
,

组织了一个庄严肃穆的
“

摇独龙送葬
”

的活动
, 1 9 4 7年 以月 16 日

,

乐队前导
,

血衣
、

挽联随后
,

由全厂工人列队护卫
,

队伍所经之

处
,

市民们义愤填膺地谴责反动派的暴行
。

寓政治于文娱之中
,

这
一

也是开展学运的一种好形式
。

它既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

又具有合法

性
,

能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
。

地下党员
、

进步 同学在学生中教唱
“

山那边是好 地 方
“ 、 “

翻身

花
” 、 “

你是灯塔
”

等革命歌曲
,

激起了同学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解放区的向往
。

他们还唱跳
“

团结就是力量
” 、 “

跌倒算什么
”

等集体歌舞
,

坚定 了斗志
。

武汉解双前夕
,

洛咖山上
,

响起

了
“

没有中国共产党
,

就没有新 中国
” 、 “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的歌声
,

连过去埋头书本不

问国事的
“

老夫子
” ,

也同我们一起扭起了秧歌舞
,

真象一个小解放区
。

在决战时刻
,

斗争中的合法性与非法性此消彼长
,

非法性中的合法性扩大了
,

合法性中

的非法性缩小了
,

原来属于非法的活动一变而为合法的活动
。

例如
, “

应变
”

这一口号
.

原来

是敌人提 出旨在迁移备战的口 号
,

地下党把它接了过来
,

利用其模糊性与合法性
,

赋予革命

的内容
,

广泛地在各单位组织
“

应变委员会
”

或
“

安全互助委员会
”

等合法机 构
,

开 展 互 助联

防
、

保产 自卫等活动
。

在决战时刻
,

地下市委为了制止在
“

青黄不接
”

的
“

真空
”

形势下可能出现的骚扰
、

抢劫等

类事件
,

维护社会治安
,

便推动地方元老张难先
、

李书城等出面
,

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
“

应变
”

方案中所作的
“

为适应形势需要
,

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 自己
”

的规定
,

成立了
“

武汉市民临时

救济委员会
” 。

还利用湖北省商会的合法机构和进步分子周家泉的省商会联合会理事的合法身

份
,

向商界提出
“

以 自身力量共谋社会的安全
,

守望相助
,

疾病相扶持
”

的口号
,

组织了
“

武昌商

民 自卫大队
” ,

打进国民党武昌市政府担任秘书主任的一位地下工作者
,

按照地下市委常委江

然的指示
,

征得市长的同意
,

将市府库存的步枪和子弹交给商民自卫大队
,

使其在白崇禧浩部

队撤退时出色地执行了护卫等任务
,

成为当时武昌市 区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

(四 ) 从运用统战法宝到开展政策攻心

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

陷于人民包围之中
,

越陷越深
。

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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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胜利
,

和我党的各项政策及其光辉成就
,

极大地鼓舞了各个阶层
。

党为人心之所向
,

众望

之所归
。

有识之士
,

与党同声相应
,

同气相求
,

爱国之心
,

除暴安良之义
,

保全梓桑之情
,

表于 内而溢于外
。

如地方着宿张难先
、

李书城
、

耿伯钊等
,

每当白崇禧部署和准 备 进 行 搬

迁
、

破坏等倒行逆施的关键时刻
,

他们总是挺身而出
,

为民请命
。

当 白崇禧要炸毁张公堤
、

武泰闸
、

水厂
、

电厂时
,

张难先等仗义执言
,

迫使 白崇禧不得不表示妥协
。

1 9 4 9年初
,

白崇禧玩弄
“

和谈
”

阴谋
,

妄图搞
“

划江而治
” ,

假意许诺一些条件
,

请元老李

书城等到 中原解放区去商谈
“

和谈
”

事宜
。

但李书城等归来后
,

白崇禧矢 口否认他的诺言
,

使

李书城极为气愤
。

地下党先后请他在武大等院校作访问解放 区的演讲
,

他摆事实
,

谈感想
,

有力地揭露敌人
,

对稳定人心
,

迎接解放
,

起到了一般宣传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

工商界
, .

金融界
、

教育界
、

科技界的大批爱国人士
,

在反搬迁
、

反破坏斗争中
,

利用其

合法身份
、

职权
、

地位和影响
,

抵制搬迁
、

破坏等活动
,

把所在单位的人员
、

物资和档案巧

妙地截留和保存下来
。

武汉大学校长周鲤生
,

在学校安全互助团与学生 自治会联合召开的一

次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应变大会上
,

明确表态
: “

在任何情况下
,

决不迁校
” 。

接着他指出应变有

两个 目的
:

一是为了安全
; 一是为了生存

。

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全校 5
、

6两个月甚至 7 月

份的粮食及 日用必需 品
; 至于安全问题

,

他表示
: “

有待于群策群力
,

团结联防
,

互助应变
,

切实开展各项工作
,

始能共渡难关
” 。

他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即使是 国民党军
、

政
、

警
、

特等方面的上层人物
,

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

在决战时刻
,

他

们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
,

死心踏地愿为蒋家王朝殉葬的
,

只是极少数
。

特别是那些一向

受到蒋的嫡系排挤的杂牌部队将领
、

地方实力派
,

更是心坏
“

异志
” ,

函愿弃暗投明
,

寻找 自

新投效之路
。

如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较
,

受过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
,

受到蒋
、

白的排挤

与疑忌
,

武 汉临解放时
,

险遭白崇禧扣押
,

在千钧一发之际
,

他仓粹逃遁
,

在武昌南金口镇

率部起义
,

使白崇禧
、

鲁道源在截断退路的威胁下
,

仓皇南撤
,

终使武汉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

即使是坐镇武汉
、

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白崇禧
,

与蒋介石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和冲突
,

时时处处想为自己留条退路
。

他虽企图实行
“

坚壁清野
” ,

实现搬迁
、

破坏的阴谋
,

然而他仍以保存自身实力为重
。

在民意难违
、

众怒难犯的情势下
,

他不愿也不 能 把 坏 事做

绝
。

武汉地下党掌握了他的矛盾心态
,

利用他同蒋介石及其他方面的矛盾
,

因势利导
,

出奇

制胜地制止和击败了他筹划的种种 阴谋
,

避免了重大损失与牺牲
。

武汉解放 己有 4 0年 了
。

40 年来
,

新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

祖国与武汉在革命
、

建

设
、

改革 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

我们应当牢记这胜利来之不易
。

如果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投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目标与理想
,

没有广大人民群

众
、

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奋 斗
,

就不可能获得祖国与武汉的解放与新生
,

就不可能取得革命
、

建设
、

改革的光辉胜利
。

今天
,

我们只有坚持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

努力发扬当

年上下一心
,

同心同德
,

同舟共济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竭力维护和发展来之不易的胜利

成果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才能振兴中华
,

振兴湖北
,

振兴武汉
。

( 本文作者 系武汉解放前 中共武大总支书记 )

注释
:

① 毛泽东
: 《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②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

抵抗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③ 《关于蒋管 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的两个文件》 《周恩来选集》上卷
。

④ 系指湖北省政府
、

汉 口市政府
、

武昌市政府
、

汉 口市警察局
、

省会警察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