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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

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
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
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
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
安。第二天，江青找我谈，谈了
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

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
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
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
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
递给我看了。我瞄了一眼，就不
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

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
名信，你看清楚了，要给我破
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
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
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
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

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
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
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
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
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

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
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

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
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
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
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
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
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
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
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
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
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
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

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
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

南京剧专工作过。”

*+,!

$%

-."

上世纪30年代，扬帆按照

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
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
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
经被国民党逮捕变节自首，和
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
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

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
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
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
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
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
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
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

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
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
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
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

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
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
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

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
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
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
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
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
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

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
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
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
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

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
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

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
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
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
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

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
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

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
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
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
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
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
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

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

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20世纪
30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员。是浙
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
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
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
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
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
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
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

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
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

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
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

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
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
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
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
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
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

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
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
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
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
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
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
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
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
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
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
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
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

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
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

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

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
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
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
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
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
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
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

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
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
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
势挂起钩来。后来主席没有再
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
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

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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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

“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
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
党政部门与文艺界。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
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
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
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

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
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
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
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
确定，“18号案”由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
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

会议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
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
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
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
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

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

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
鉴定。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

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
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事情是

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
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
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
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
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
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

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
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
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
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
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
文委工作!

专案组人员向柯庆施汇报

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
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
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
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
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
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然
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

查后，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

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
到不满意。一直到1961年，一
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
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
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
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
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
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
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
“文革”中，“四人帮”一伙仍

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

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
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
“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
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
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

雪，恢复名誉”。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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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朱耀明出生在湖

北省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一个
贫困的家庭。从初中起，懂事的
朱耀明就开始趁着寒暑假空
当，和老乡一起到十堰市、襄樊
市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提灰桶、
搭架子，挣些学费。

1996年，20岁的朱耀明以

570多分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
名牌大学。消息传来，西河村顿
时沸腾了!面对昂贵的学费，一
家人愁眉苦脸。朱耀明放弃了
北京求学的机会，径直走进十
堰市教育学院。

为了凑齐几千元学费，第
二年暑假，他随同老乡又去千

里之外的河北一家铁矿打工。
毫无经验的朱耀明到了铁矿
后，被安排在矿内巷道给炮工
捉炮钎。

眼看暑假已经过了一半，
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黑色日子
突然噩梦般扑来了!那天下

午，朱耀明和一名工友正配合
着打炮眼。像往常一样，他蹲在
前面的地上双手牢牢捉住炮
钎，后面的工友则扶着风钻
“轰隆隆”地钻孔。没过多久，
只听一声巨响，可怕的塌方发
生了!

瞬间，坚硬的石块呼啸而
来，没来得及躲闪的朱耀明被

滚滚落下的石块齐胸埋住。几
分钟后，工友们赶到现场，如同
拔萝卜一样，七手八脚地将他

从石块中拽出，然后赶紧送往
医院。一周后，父亲朱仕奇从老
家赶来，见到残疾的儿子，父子

俩忍不住在病床上抱头痛哭。
虽然几经交涉，矿主仍坚

持给一万元医疗费了结此事。
朱仕奇只能抹着眼泪，背着儿
子回到了老家。家人卖掉了维
系生活的生猪、耕牛，又东拼西
凑了两万元，把朱耀明送到十

堰市实施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朱耀明已无生命危险，但由于
腰椎神经断裂，腰部以下的部
位却全部失去知觉，他的双腿
也从此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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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回到家，朱耀明整

日以泪洗面。父母看到儿子生
不如死的痛苦样子，心如刀绞。
昔日的同学闻讯后，纷纷登门

看望。看到这么多热心人不断
给自己以安慰，朱耀明渐渐地
冷静下来，彻底放弃了轻生。

一天，朱耀明忽然萌发了
自己动手写作的念头。1997年
冬天，他开始提笔，步入了漫长
的轮椅文学。他如醉如痴地畅

游在文学海洋中，忘记了白天
与黑夜，以高中时期练就的扎
实文字功底，写下了一篇篇焕
发青春气息，使人荡气回肠的
《山村的小贩》、《稻子熟了》、
《麦收时节》等文学作品。

从2000年起，他开始往

外投稿。当年，他的小说《醉》
从一万多篇稿件中脱颖而出，
荣获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举办的
“黄鹤杯”全国征文比赛三等
奖；同年底，他的小说在《星星

文学》全国征文赛中获得二等
奖。

2001年，朱耀明先后创作
了《堵河风云录》、《剑》等80
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2002
年春节前，他创作的一首长诗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
国诗歌大奖赛中再次获奖。第
二年，凭着扎实的文学底蕴和

丰硕的成果，朱耀明入选十堰
市作家协会。

2005年冬天，共青团十堰
市委给他赠送了电脑，鼓励其
继续在文学的创作道路上快步
飞跑。

精神的振奋，渴望新生活

的激情，使他的创作主题更加
开阔，艺术技巧更趋成熟。几年
来，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
380多万字文学作品，已发表
250多万字，其中 《稻子熟
了》、《麦收时节》等多篇作品
在国家、省级文学大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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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的事迹很快传遍了

神州。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热心
人纷纷给他寄来热情洋溢的鼓
励信。在数以万计的来信中，女
青年杨洪清的来信让朱耀明找
到了知音。

1984年5月，杨洪清出生
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的一个

普通家庭。她出生时腰间有一
个隆起的小包。3个月后，医生
诊断为“先天性双下肢瘫痪”。
初中毕业后，依靠轮椅行走的
杨洪清选择了文学，开始自学
写作。2004年4月，她的一篇
短文《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被

《中国残疾人》杂志采用发表
后，陆续收到了山东、河北、北
京等地读者朋友热情的来信。
后来，又有《追梦》等多篇文学
作品发表。

共同的爱好让两位同病相
怜的残疾青年成了无话不说的

好朋友。相互书信往来了两
年，杨洪清渐渐萌发了去湖北
看望朱耀明的念头，但由于行
动不便，迟迟未能付诸实现。

2006年5月，朱耀明在父
母的资助下，从西河村搬到了
擂鼓镇。在擂鼓镇中心学校对

面，他租下一间门面经营着日
杂。由于生意不好，一天只能卖
出10多块钱的东西，他便抽
空摆弄床头的电脑。渐渐的，他
不仅熟练地学会了文字编程，
还学会了简单维修。

2006年 7月 16日，天空

中下着蒙蒙细雨。杨洪清在两
位同学的帮助下，从武汉辗转
来到十堰市后，又马不停蹄地
踏上了前往竹山县擂鼓镇的
汽车。两人一见如故，聊得非
常投机。

杨洪清和同学们在这里住

了两天后，准备一起返回武汉
找工作时，朱耀明突然感冒发
烧了。善良的杨洪清不假思索
地对同学说：“你们先回武汉!
他病了，我不能撒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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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清以一个好朋友的身

份悉心照料着朱耀明。一晃，时
间过去了近一年。

在这漫长又短暂的日子
里，杨洪清每天帮忙做饭、看
店，并向朱耀明学习文学创作
和电脑技术。而朱耀明从她那
里又学会了上网，还申请了

QQ号，并设置了电子信箱。
与朱耀明相比，杨洪清只

是膝盖以下的部位没有知觉。
2006年11月，杨洪清同学从
武汉打来电话说，给她找了份
电子商务网站的工作，每天的
工作任务就是发送电子邮件，

非常轻松。
那时，只能躺在床上的朱

耀明，褥疮还很严重，每天都要
换药。杨洪清当即就在电话中
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2007年 2月 3日，眼看
就要临近春节了。为了准备年
货，当天上午，朱耀明缓缓挪
动着身子，爬上了残疾人专用

摩托车去附近的宝丰镇进货。
出一次门很不容易，杨洪清也
兴高采烈地爬到后面的座位
上。行不多远，当这辆三轮摩
托车行驶到一处下坡路段时，
一辆相向而行的小轿车突然
方向一摆，狠狠地撞向了他们

的摩托车。
“咚”一声，后座上瘦弱的

杨洪清突然摔了下来。顿时，朱
耀明惊出一身冷汗，回头一看，
杨洪清正坐在地上一边拍打着
身上的灰尘，一边淡淡地笑着。

2007年 3月 12日上午，

记者来到擂鼓镇朱耀明经营的
小店。他正忙着用电脑给附近
的小学设计 “寄宿学生点名
册”。整个上午，记者观察到，
小店只卖出了一包香烟和一包
卫生纸，所卖总收入是6.5元，
仅赚8毛钱。

记者采访时得知，朱耀明
的生活依然很艰难。由于近来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已很久没
有创作了，他很想把以前的作
品通过出版社出版，但数万元
的费用始终让他望而却步。

见记者来访，杨洪清摇着

轮椅从里屋出来。口齿伶俐的
她，笑着告诉记者：“过几天，
我就要回贵州老家了……在和
朱耀明的学习、相处中，我明白
了坚强是生存的必需，自强的
内涵就是自己开导自己、鼓励
自己、安慰自己、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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