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馆蒙难：敌军占领变“魔窟”

吉川贞佐是日本著名的特务，日
本昭和天皇的亲外甥，他在日军陆军
士官学校毕业后，跟随特务头子土肥
原贤二成为一名特务。1939年，吉川
贞佐被任命为“华北五省特务机关
长”，授衔少将，进驻山陕甘会馆，管
辖整个华北地区的日本特务。采取了
很多惨绝人寰的手段，抓捕我方的爱
国人士。仅仅半年的时间，在吉川贞
佐的带领下，抓捕了我军近 400 位有
识之士，抓获了国军近 100 位有识之
士，杀害了近百名仁人志士，双手沾
满中国人民鲜血。

牛子龙早年追随樊钟秀开展反蒋活
动，1930年5月在许昌秘密加入中共。
樊部失败后，牛子龙回到郏县教书，并
协助中共地下党开展宣传工作。1938
年受党指派回到家乡，利用原樊钟秀部
的老朋友关慧通牵线，与国民党第八方
面军军法处处长宋际春、“军统”河南
站站长岳烛远结拜为兄弟，加入了“军
统”河南站，并担任“军统”河南站
行动组长，先后组织了多起暗杀日寇汉
奸的大案，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被他
刺杀身亡，敌人闻风丧胆。

为了保卫党的组织，为牺牲的同
志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
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由有国共双
重身份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河南
站沟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
组织联手，共同组织力量，寻机除掉
吉川贞佐这个恶魔。

为此，牛子龙立即将情况报告给
了把兄弟、“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
远。此时，岳烛远刚接到戴笠的指
令，为转移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76
号”的视线，在华北地区开辟“第二
战场”，以缓解“军统”在上海的生存
压力，要求其重点加强对日伪高层头
目的刺杀和重要情报搜集工作。接到
牛子龙的报告后，岳烛远立刻同意了
共产党提出的联手杀敌计划，并指令
牛子龙尽快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物色
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通过党组织得到消息：他
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
员吴秉一(又名吴凤翔)已在党组织营
救下成功出狱。因吴秉一及其家人曾
被国民党抓捕，利用其和国军的矛盾

投奔日军很合理。同时，吴秉一枪法
精准武艺高超，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
选。经党组织安排，吴秉一潜回郑州
与牛子龙会面，在研究如何刺杀吉川
的方案后，秘密潜入日军占领下的
开封。

精心准备：从容应对稳中得手

1940 年 2 月，吴秉一按计划来到
开封牛子龙的岳父董文学家，通过董
老先生初步掌握了日伪军的防卫情
况。后经商议，决定利用开封汉奸特
务队长、铁杆汉奸权沈斋接近吉川，
而权沈斋的特点就是“贪财好利”。

一个月后的一天，吴秉一通过一
个富商在开封一家大饭庄宴请权沈
斋，酒足饭饱后送权沈斋回家，临别
时将一个装满银圆的古瓷笔筒送给权
沈斋。过了几天，吴秉一又带着大把
银圆和各种礼品再次到权沈斋家登门
拜访，讲述自己“被诬”入狱、又遭
国民党通缉，表示自己想“归顺另谋
出路”。狡猾的权沈斋虽见钱眼开，但
对吴秉一心存疑虑，仅表示愿意通融
通融。

为了消除权沈斋的戒心、增加吴
秉一的身价，牛子龙便给吴秉一编造
了一份“花名册”，让他带上再去见权
沈斋，声称自己在小磨山已拉起了一
支武装，如能得到“日军”收编，他
愿意将队伍拉过来“效忠日军”。

通过几次考验，吉川贞佐对吴秉
一有了一些信任，但他同时又提出吴
的武装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
日军的要求进行“点验”。

5 月 15 日下午，吉川贞佐给吴秉
一下达指令，要他率小磨山的武装进
驻开封城西的董章镇听候点验改编。
吴秉一立即将情况作了汇报，并迅速
通报牛子龙抓紧做好准备。牛子龙接
到通报后认为，刺杀吉川贞佐的时机
已经成熟，已无必要再与其周旋下
去，便当机立断命令地下党员王宝义
率刘胜武、姚栓紧、张茂亭三名军统
特工由吴秉一统一指挥，选准时机立
即实施刺杀行动，牛子龙本人则带十
几名枪手到中牟县做好接应吴秉一的
准备。

5 月 15 日晚，吴秉一带领由王宝
义等人组成的“先遣队”来到董章镇
驻扎，随后吉川贞佐便派两名日军军

官乘车前来对“先遣队”进行了“接
受点验”，同时，命吴秉一带上一支左
轮手枪和爆破器材作为信物，只身随
车前往山陕甘会馆面见吉川贞佐。

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开始了。

英雄虎胆：情况突变果断出手

穿过会馆曲径幽深的庭廊来到后
院，在一所古朴典雅略显阴暗的西屋
办公室，吴秉一终于见到了吉川。他
向 吉 川 交 出 了 自 己 所 带 的 “ 信
物”——一支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
吉川这才感到满意。接着又连连追问
吴秉一关于“军统”河南站和共产党
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吴秉一成竹在
胸，对答如流。这让吉川如释重负地
打消了所有疑虑。为表示对吴秉一的
器重，决定要接见吴秉一的“副司
令”王宝义，并破例给吴秉一签发两
张特别通行证。

吴秉一火速派人向牛子龙汇报，
共同协调行动。吴秉一则赶到约定地
点会合整装待命的王宝义与“军统”
人员商量具体行动方案。最后决定：
由吴秉一、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直接
执行刺杀任务；姚栓紧、刘胜武和配
合行动的徐景吾、李洋斋在会馆的对
面街上，负责观察敌情，燃放鞭炮，
制造喧闹气氛，以掩护和策应会馆里
的刺杀行动，张茂亭则准备 5 辆可靠
的人力车在附近一家山货店门口等
候，随时准备接应吴秉一、王宝义等
人撤离。

5月17日下午6时许，吴秉一和王
宝义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按照与吉川
约定的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
别通行证顺利通过门卫，穿过深长的庭
院，来到了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
的后院。按照计划，吴秉一负责打西屋
的吉川，王宝义负责打南屋的汉奸翻译
官陈凯。当吴秉一来到西屋门前时，情
况突变，忽然听到有几个人在西屋用日
语说话，现场情况与原先掌握的只有吉
川一人不一样。千钧一发之际，吴秉一
横下一条心：按计划出手，以快打慢，
制敌死命。

他正欲推门进去，只听门楣吱呀
一声，吴秉一抬手一枪，正中一个日
本卫兵的前额。然后乘势冲进屋里，
迎面一枪将一个准备拔刀的日军军官
击毙。此时，接近 3 米开外的一个日

本军官正举起几案上的花瓶欲砸过
来，未等出手，眼疾手快的吴秉一回
手又是一枪，那人应声倒地。吴秉一
接着又转手向其身后的吉川开枪，但
连开两枪都没打响，原来子弹卡壳了。

吉川趁势滚地准备逃走，吴秉一
立刻将瞎火的左轮手枪狠狠砸向吉川
脑袋。就在吉川下意识双手抱头之
际，吴秉一随手拔出预先准备的20响
驳壳枪对准吉川就是几个点射，顷刻
间将其打成了“马蜂窝”。这时在南屋
没有找到人的王宝义听到枪声，立即
转过来支援，用驳壳枪从窗口向屋内
之敌射击，两人将顽抗的 4 个敌人全
部击毙。沉着细心的吴秉一随手将吉
川办公桌及抽屉里的重要文件和枪支
收走，二人迅速撤离了会馆。

由于山陕甘会馆前后院距离很
长，几棵古老的桐树遮挡建筑参差错
落，吴、王二人又是近距离射击，加
之大门外配合人员燃放鞭炮作掩护，
驻在会馆前院的卫兵居然没有听到后
院的枪声，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
知。吴秉一和王宝义完成刺杀行动
后，大摇大摆地通过门卫撤出，来到
前街会合刘胜武、姚栓紧和徐景吾等
人赶到山货店门口，与等候的张茂亭
一起上车直奔西城墙下。途中全城突
然警笛长鸣，一辆辆日军巡逻车发出
刺耳的响声穿街而过。吴秉一他们抓
住事先备好的绳索迅速爬过城墙，借
城外蒿草的掩护急速向中牟县方向撤
退，同前来接应的牛子龙会合后安全
撤到了郑州。此次刺杀行动，使 4 名
日寇高官加一卫兵命丧黄泉，汉奸陈
凯因事外出侥幸逃脱。

此事对日军震动很大，不久后，
当时的 《河南民报》 报道了这起事
件，迅速轰动开封城。很快，国内外
报纸纷纷报道，吉川贞佐被刺杀的消
息传遍全国，吉川贞佐也是被国共特
工联手刺杀的首位高级将领，吴秉一
被誉为“大无畏民族英雄”，鼓舞了民
众的抗日热情。

80余载时光荏苒,当年的战火硝烟
早已散去，如今的山陕甘会馆作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各地
的游客展示着开封这座古城的传统之
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李军涛系中共河南省开封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方西榜系民革开封
市委会办公室主任）

山陕甘会馆中的传奇故事
——国共合作刺杀日军特工案始末

李军涛 方西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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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徐府街北侧，有一处精

美的明清庭院式建筑，是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由居住在开封的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商人集

资修建的山陕甘会馆，此处原是明代开国元勋中山

王徐达的府址，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山陕甘会馆的建筑风格鲜明，韵致高雅，尤其

是它的砖雕、木雕、石雕技艺，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题材广泛，堪称会馆“三绝”，呈现出质朴和秀

丽、豪放和婉约、粗犷和精巧、沉着和流畅的完美

统一，充分反映了创造者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才能，

体现了时代风貌和中原与山陕甘地区文化的融合。

在这座“三绝”会馆里发生过无数的传奇故

事，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就是1940年5月,国共合作

刺杀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日本天皇的外甥吉

川贞佐少将，日军驻开封地区参谋长山本大佐，日

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宪兵队长藤井治少佐等 5

人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文敬） 4月
4日，山东省荣成市举行“初心永
怀——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 114
周年”活动。中国核工业集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博院、歌尔
集团代表，郭永怀亲属代表，“永
怀教育奖”全体获奖人员，学生
代表等80余人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在郭永怀事迹陈列
馆向郭永怀雕像敬献鲜花，举行
了 《家国情怀 大师风范》 郭永
怀画册首发式，中国核工业“开
业之石”、郭永怀“核工业功勋奖
章”等捐赠仪式，中核集团党性
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文博院、中国核工业科

技馆签订合作协议等主题活动。
同时举行第六届永怀教育奖颁奖
仪式，对全市40位优秀教师团体
进行表彰。

近年来，荣成市深挖利用红色
资源、深化提升党员干部教育阵
地，建设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和郭永
怀故居，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学员近
百万人次。下一步，该市将继续深
挖利用红色资源、深化提升党员干
部教育基地，把郭永怀事迹陈列馆
打造成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两弹
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四
位一体”的教育基地，让永怀精神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山东省荣成市举行

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114周年活动

明代濮仲谦竹雕竹枝笔筒
“仲谦”即明末竹刻艺术家

濮仲谦。濮氏雕刻重视选材，
随形施刻，刀法简洁，清代金
元钰 《竹人录》 将濮氏列为与

“嘉定派”并称的“金陵派”的
创始人。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濮仲谦竹
雕竹枝笔筒颀长优雅，足卷唇式
微凸，刻画富于动势，器身浅浮
雕折枝竹枝一束，竹叶多转侧重
叠，叶片细部的虫蚀痕迹更是传
神。竹枝旁有阴刻隶书“仲谦手
治”款识。此器风格细腻，奏刀
审慎，是一件难得的精品。

本报讯 （记者 张原 李宁
馨） 天津国拍“天津文物”2023
春季文物拍卖会3月26日落槌，总
成交金额1400余万元，创造“天
津国拍——天津文物”无底价拍卖
会成交价格的新高。

据了解，此次拍卖会共有469
件拍品，包括字画、瓷器、杂项
等，均系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库
出。除了采用传统的现场竞拍形
式，还采用网络竞价方式，扩宽了
竞买渠道。拍卖会从当日9时开始

至21时结束，成交率100%。
今年是天津国拍成立 25 周

年，天津国拍将继续与天津市文
物交流中心合作，计划于今年
下 半 年 再 推 出 两 场 “ 天 津 文
物”专场拍卖会。据介绍，其
将举办 2023 天津国拍“雅赏臻
藏”艺术品·酒品拍卖会；4 月
16 日将举办天津国拍 2023 春季
文物艺术品拍卖会；5 月 14 日
将举办天津国拍 2023 文物艺术
品拍卖会。

天津国拍春季文物拍卖会落槌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在纪念
周恩来诞辰125周年之际，“丹心谱
——李世刚、李世东、刘海龙绘画
作品展”在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展出。

周恩来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
青年时代曾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
和南开大学，周恩来在青年时代曾

写下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
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人。

李世刚、李世东、刘海龙三位艺
术家多年来专注钻研周恩来的历史生
平，通过描绘其浩然正气的伟岸形
象，抒写对社会民生的关切之情。李
世刚、李世东兄弟出身农民家庭，厚
重淳朴的乡村气息滋润了他们的创作
灵感、陶冶了他们的创作素养，充满
了朴实而又真挚的情感。他们自觉担
当使命，植根火热生活，勤奋耕耘、
精益求精，为美术事业贡献着力量。

周恩来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的誓言，满含深情与豪
情。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25 周年之
际，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出“丹
心谱——李世刚、李世东、刘海龙绘
画作品展”，以此追思先贤、向党
献礼。

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万
镜明表示，天津是周恩来青年时代读
书和从事革命事业的地方，他“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之声，“面壁
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远
大志向始终激励着我们。

“丹心谱”画展亮相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宝藏
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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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市翔安区的澳头村有一
座“双清桥”，桥的两侧矗立着书
写着“鳌石”和“超旷”的两处题
刻，在历经百年光景后，石刻上留
下了时光的痕迹。

翔安澳头，是清代名臣四川总
督苏廷玉的故乡。苏廷玉，字蕴
山，生于1783年，于嘉庆十三年
考中举人，道光至咸丰年间，曾担
任过兵部侍郎、四川总督等职位。

“双清桥”是苏廷玉进京赴任
前为家乡捐建的石桥，他希望自己
日后为官一方，能做到为官清正，
为人清白。

1832年，苏廷玉官任山东省按
察使。彼时，当地部分府衙、县衙私
自设立关押拘留之所，称其为“老虎
洞”，常年用来关押与诉讼案件相关
的人员，用以向其勒索赎金，成为当
地百姓的一大心头之患。苏廷玉得
知此事后，接手调查，释放了数百
名无辜百姓，解决了这一民患，获
释百姓对他不胜感激。

5年后，苏廷玉调至四川，任
四川总督。在任期间，苏廷玉遇上
了成都城内米价骤升，又正逢田间
青黄不接之时，百姓面对米价苦不
堪言，一时间民愤四起。苏廷玉料
定是有奸商恶意囤粮，于是派人一
方面到乡里巡查，严捕趁机盗粮之
辈，一方面四处调粮、买米入城，
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民众，同时
对部分商铺进行处罚、限售，由此
降低成都的米价。

苏廷玉一生一腔肝胆热血，曾

广招青年英才，积极抵御外敌。
1842年，英国殖民侵略者的脚步踏
进厦门，苏廷玉积极组建民兵队
伍、修筑国防堡垒以防外军来袭。
也是在这时，苏廷玉结交了无数英
杰，其中与“禁毒先驱”林则徐、
民族英雄陈化成等人交情甚好。他
与林则徐一起力主戒烟，在鸦片战
争失败后，林则徐被遣至新疆伊犁，
在此期间两人仍保持密切的书信往
来；1840年，陈化成在受命调任江
南提督时正逢英军进犯，陈化成为国
捐躯后，苏廷玉悲痛地撰文道：“公
死不死，公如生时，热血满腔，英灵
千古，国事孔殷，忠魂来补。”

苏 廷 玉 于 咸 丰 二 年 （1852
年）去世，享年70岁，葬于澳头。

为人清白的苏廷玉
本报记者 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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