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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阳澄湖》

内容概要

一出现代京剧《沙家浜》，演唱了近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人，并一度以“革命样板戏”为冠冕，红
遍了全中国。其中几段经典唱词，至今仍传唱不衰，剧中的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
人物，更是妇孺皆知。然而这毕竟是“戏”，是在当年剧作家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
移植改编的。其实，生活中的胡传魁并非一如戏中的“草包司令”，而是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
悍匪，他长期盘踞在苏州城北的吴县阳澄湖畔，横行称霸于湘城、沺泾、太平、消泾等乡镇(现湘城、
沺 泾等已合并归属于苏州市相城区的阳澄湖镇)一带，奸诈地周旋在日寇、汪伪与我党我军之间，并
最终成为了日寇与汪伪的帮凶。他为虎作伥，杀人如麻，与我新四军“江抗”为敌，与人民作对，破
坏抗战，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者与无辜百姓的鲜血。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发生在湘城、沺 泾、太平及消泾等地军民如何浴血奋战、抗击日伪顽敌，如何
机智勇敢地与胡肇汉(胡传魁)悍匪周旋斗争的真实历史故事，至今未曾得到完全的披露。  好在历史是
公正的。  当年“江抗”主力部队西撤时，将不能随军行动的36名伤病员留在湖畔村庄养伤；新“江抗
”建立后在流动作战中，又经常来到这里驻营休整。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在阳澄湖地区与日伪军进行
的战斗有数十次，其中新“江抗”与日寇双方出动参战人数最多、伤亡最大的洋沟溇、张家浜、渡船
头三次大血战，都是在阳澄湖镇所属的自然村进行的。
    如今，阳澄湖镇与太平镇上还完整地保存着当年中共苏州县(工)委交通联络站与“江抗”驻消泾办
事处的旧址，恢复了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并在纪念馆中陈列着当年“江抗”部队使用过
的部分枪支等武器以及当年“江抗”官兵与地方干部群众的留影。1986年，原新“江抗”部队司令夏
光、副司令杨浩庐，原中共苏州县(工)委员会书记翁迪民等首长故地重游，摄于消泾镇洋沟溇村(原新
四军东路司令部宿营地)的照片，都是有力的佐证。
    《喋血阳澄湖》系作者汤雄历十年时间，经十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方志后，拂去历史的浮尘，精心
创作而成。作品以尊重历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发生在苏州城北相城区
阳澄湖畔的那一场场著名的战争。尤其珍贵的是，在寻觅与采访中，作者幸运地采访到了当年参与围
剿胡肇汉匪帮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员金坚如的夫人郑雪年，并欣喜地从她的家藏中抄得了
一份金坚如与当年直接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科长马陵的亲笔回忆录。
    《喋血阳澄湖》不但重现了当年发生在阳澄湖镇周围的那一场场军民合力抗击日伪的战斗，真实地
还原了戏剧中那几位主要人物的真实生活，还详尽地披露了解放初期苏州公安机关追捕围剿胡肇汉匪
帮的全过程，从而揭开了那一段段历史之悬谜。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党委书记周雪峰，党委宣传委员朱卫星，镇文化站李雪
龙，镇文史办姚水生、程蔚茂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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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叶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    陈毅追问了一句：“噢，你这么有把握？”    叶飞说：“有把握！不仅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
部也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下军令状！”    陈毅见叶飞这样说，心里有了底，便说道：
“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叶飞指了指电报问陈毅：“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
办？”    陈毅说：“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他又拍拍胸脯补充道：“破坏了统
一战线，我负责！”然后又指了指叶飞，说：“部队如被消灭，你负责！”    “好样的！”目送着这
位当年跟着自己一起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打了三年游击战争后又一
起杀出来的爱将的背影，陈毅笑容满面，双眸中却露出了依依不舍的神色，“叶飞、叶飞，看来，我
们的东路要飞起来了。”    当夜，叶飞、吴(克刚)妮、夏光等四位主要战将来到司令部，聆听陈毅对
此行任务、目的的剖析与判断。    陈毅举起夹着烟卷的右手，指向墙上的《江苏东部地区示意图》说
：“这里尚是一片没有开垦的抗日处女地，我派你们六团去那里，是想让你们担当拓荒者。拓荒是一
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呀，尤其这是一块江南的‘大肥肉’，日本人、汉奸、亲日顽固派，早已虎视眈眈
地盯住了它。现在，我们要横里插它一杠子，在这群虎狼的血盆大口中梗上一根硬家伙⋯⋯”陈毅司
令不愧为诗人，说起话来，形象而又生动。    “这是阳澄湖。”说到这里，陈毅扔掉烟蒂，一手直指
示意图上那片像只展翅飞翔的大鸟的蓝色地带，“它当是江南东路的轴心，你们看，它北临沪宁铁路
，东有苏常公路，位处无锡、常熟、昆山、吴县和苏州两市三县的交界处，既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战
略意义，又是整个东路的交通枢纽地段⋯⋯我把你们派到那里去，就等于把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心
脏上⋯⋯”    1939年5月5日零时，披着初夏的夜风，一支臂佩“江南抗日义勇军”番号的800人的武装
队伍，在叶飞和吴煜的带领下，握别了陈毅等前来送行的支队领导，踏上了开拔江南东路的征程。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陈毅司令员紧紧握了握叶飞的手，挥手目送队伍消失在夜幕之中。叶飞
和吴妮他们骑着的战马因四蹄包裹上了厚厚的麻片，所以落地无声。    为避开国民党亲日派的耳目，
这支由叶飞指挥的新四军六团临时撤下了原有的新四军标志，换上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    
就在江南抗日义勇军秘密开拔江南东路的时候，这天上午，阳澄湖边的消泾镇(今属阳澄湖镇)里突然
传来一阵零乱的枪声。    “叭勾——”，“叭勾——”！    熟悉这种枪声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东洋
人的三八大盖枪发出的射击声。惊惶与恐慌就像寒流似的，在南阳澄湖畔迅速地弥漫开来。    子弹是
紧贴着阳澄湖水面射过来的，铁丸掠过处，岸边的芦苇齐齐折断，芦叶四散。一艘方头铁壳、上面插
着一面太阳旗的草绿色日军小汽艇，正一边开足马力向这边驶来，一边向前面的目标连续射击。然而
，目标——几艘小舢板毕竟已经靠岸，船上的五六个汉子很快弃舟登陆，钻进了岸边青青的芦苇丛中
，所以三八大盖枪已奈何不得他们了。“扑扑扑”，灼烫的子弹纷纷落在水中，只是激起了圈圈涟漪
。    “妈的，哥们就地散了，如果不死，晚上在涵春阁见！”为首一个身材干瘪、面庞消瘦的汉子刚
一上岸，就急促地向身边的人下命令，然后不等人家回应，便自顾匆匆一头钻进芦苇丛中，逃命去了
。    顷刻，这五六个汉子就作鸟兽散了，消失在岸边。    很快，湖中的小汽艇也像疯了似的穿过半个
阳澄湖，疾驶到了岸边。由于速度太猛，半截船首已搁在了岸滩上。    “八格牙鲁，搜查的有！”为
首的日军小伍长一抡刺刀，目眦欲裂，一声怒吼。雪亮的刀刃在上午的阳光下，泛出一道刺眼的寒光
。训练有索的日本兵们随着异口同声的一声“哈依”，便争先恐后地跳下汽艇，七高八低地钻入芦苇
丛中。    自从去年苏州沦陷，日本兵进驻昆山与常熟之后，这片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吴县东北部阳澄
湖地区(不包括阳澄湖水面)，便成了日寇与伪军经常光顾的地方。现在是一群来自昆山巴城的日军，
在追杀几个身携武器的抗日嫌疑。刚才，日军汽艇巡逻到湖中时，发现几条小舢板上的中国男子形迹
可疑，那几个人既不像下湖捕鱼捉虾的当地渔民，也不像化装成便衣的国民党军人。果然，鸣枪示警
之后，这几条舢板便像离弦之箭似的，拼命地逃窜了起来。顿时，小伍长心头疑云更浓，一声令下，
急起直追。无奈这几个土著仗着对当地地理环境的熟悉，竟迅速弃船登岸，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跑了
。小伍长气急败坏，认定那几个中国男子定是抗日嫌疑，于是愈发催促手下紧追不舍。    三八大盖的
枪声，早已惊动了消泾镇上的人们，能打烊的店铺已关上了排门，能躲避的姑娘也纷纷钻进了她们早
就物色好的秘密藏身之处，就连几个无力躲避的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先后捋乱头发，或摸一把锅底
灰往脸上涂抹，以防不测。    涵春阁是一个江南水乡司空见惯的茶馆，它置身于村口几棵老柳树下，
店门面临大路，背倚着阳澄湖内湾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是当时南来北往的人们唯一可以歇脚休息的去
处。涵春阁的老板名叫胡广兴，是个三拳头砸不出一个闷屁来的老实汉子，而他的家主婆广兴嫂却恰

Page 4



《喋血阳澄湖》

恰与他相反，伶牙俐齿，快言快语，是个头顶一拍脚底动的女人。现在，从湖中传来的三八大盖枪声
，早已把他们店堂里的一班正好端端喝茶聊天的茶客吓跑了。店堂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俩。    “死人，
东洋赤佬来哉！恐怕要上岸呢！”广兴嫂一边忙着推上栅板门，一边关照还在灶口磨蹭着的男人手脚
麻利些。    胡广兴闻声连忙“唔”了一声，奔过来帮助妻子把最后一扇最宽大最沉重的排门扛了过来
，上顶下落，安在栅根柱的门轴里。    正在这时，一个身材干瘦的男子一头钻出岸边的芦苇滩，急赤
白脸地向这边奔来。一边奔，一边嘴里急吼吼地喊道：“广兴嫂，停一停。”    “哟，那不是细丙吗
？”广兴嫂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东、东洋人在追我呢，妈的，我要躲一躲。”细丙操着一口南腔
北调的上海话，一头钻进茶馆，斜挂在右肩上的那把盒子炮“啪啪”地直敲他的屁股。    “躲哪里呢
？”胡广兴急得两眼瞪成了一双鸽蛋样，环顾陈设简陋的客堂，有点手足无措。    “索性出后门？”
广兴嫂也急得直搓手。    “不行，弟兄们在那里。”细丙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像拉风箱。    透过后
门看去，几个身穿黑色香油纱或白色对襟汗衫的汉子，正像一群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往后门外的芦苇滩
里钻呢。    阳澄湖里的汽艇引擎轰鸣声，却越发逼近了。    还是广兴嫂机灵，眼珠一转，奔到灶口间
，一把拎起水缸盖：“就这里！”    湖边的引擎声突然熄灭了，外边大路上传来了东洋人大皮靴叩击
路面的“壳壳”声。    “妈的，只能这样了！”细丙低骂一声，双手扶住齐胸高的水缸沿，两脚一缩
，就往水缸里跳。还好，水缸里只有小半缸水了，细丙沉到缸中，水漫上来，也只齐他颈脖处。    “
勿要出声！”广兴嫂急忙叮嘱一声，就合上了水缸盖。    水缸里的涌水声刚安静下来，外面的排门就
被人砸得快要倒下来了。    “开门，里面的开门！”是东洋赤佬的怒吼声。    “来哉，来哉！”胡广
兴急忙上前拉开排门。    三个后脑勺上披着“尿帘布”的东洋兵夺门而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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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喋血阳澄湖》系作者
汤雄历十年时间，经十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方志后，拂去历史的浮尘，精心创作而成。作品以尊重历
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发生在苏州城北相城区阳澄湖畔的那一场场著名
的战争。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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