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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来了“钞”级外援
黄沂海

    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
与奋战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始终关系密切，
相互支援，相互依托。新四军浴血抗日的业绩
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斗志，华中根据地
为申城地下党组织存续力量、坚持斗争提供
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干革命事业，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
“钱袋子”。自从新四军建立后，党中央就多次
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发挥上海大城市特殊社
会环境和综合资源的优势，从人力、财
力、物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而印钞技术
也是革命根据地发展财政金融事业之急
需。当时的新四军皖南军部，只有一个小
印刷所，印刷工具为一块石板。为了粉碎
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供给，新四军
在盐城设立了直属军部的“财政经济部”，并
决定筹建江淮银行及江淮印钞厂，发行革命
货币。1941年 4月 12日，江淮银行在盐城开
门营业。
历经千难万险，通过上海地下党和各种

社会关系的帮助，江淮印钞厂购置了七八部
印钞机、切纸机以及油墨、纸张等物资，并派
员在申城开设采购“商行”为掩护，负责设备
运送工作。印刷用的钞版，也由上海雕刻师刘
培青秘密刻好送到前线。在上海制版时，为遮
人耳目，仅雕刻花边饰样、风景图案和货币面
值等部分元素，行名、图章、编号等则至根据

地制成铜凸版再“拼装”套印上去。由于印钞
物资均需秘密运输，金融业的地下交通员不
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于敌人关卡林立、岗哨
密布的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不分昼夜地奔
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为新四军获取申城
金融援助立下汗马功劳。
好儿女志在四方。为了适应根据地建立

印钞厂的需求，地下党陆续输送约 100名印
钞技术人员和工人，为红色货币印制发行保

驾护航。上海“印联”党团成员、理事吴以常秘
密奔赴苏南，帮助创办了水上印刷厂和江南
印钞厂。
曾在国统区中央印制厂谋职的“制版高

手”过雪川，不仅在上海协助筹建中的大江银
行制作完成钞票底版，还设法将印钞机具及
配件购置齐全，又按照印刷钞票 11道工序，
在申城物色招募了数十名技术工人，突破重
重严密检查封锁，“化整为零”运送至皖江根
据地。开始试机时，由于采取柴油机发电带
动胶印机的作业方式，回气管浓烟阵阵，机器
马达轰鸣，动静甚大，很容易被日伪查获，不
得不改电动为手摇发电。凭着“钞”级外援的

吃苦耐劳，不出一个月，印制完成了 5元、1
元、5角和 1角等大江币 100万元之多，进一
步巩固了皖江根据地的金融阵地。因为劳苦
功高，过雪川还被任命为大江银行印钞厂厂
长。

胶印的大江币在皖江根据地发行后，替
代了原来的土纸大江币和代价券等早期根据
地货币，受到老百姓信任与青睐。随着大江币
的信誉逐步提高，很快占领了根据地货币市

场，彻底赶走了日伪币和法币。当新四
军陈毅军长来到大江银行印钞厂车间
视察时，手持刚从印钞机里“吐”出来的
红色“壹圆”票券仔细端详，听到陪同人
员介绍来自上海的幕后英雄，赞不绝
口：“我说的嘛，怎么这么好，没错！上海

的工人阶级，干得漂亮！”
旋乾转坤，旧貌新颜，原先奔赴革命前线

的“印联”骨干，伴随人民解放军的猎猎战旗
迎风而行，重返上海滩，参与旧政权留下的印
钞机构的接管、生产工作，“开动了机器轰隆
隆地响”，夜以继日赶印第一套人民币，为尽
快恢复城市经济秩序添砖加瓦。

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
郦 亮

    在建党百年之际，
我总是想起外婆钟雪
影，想起她神情泰然地
向我讲述那些惊心动魄
的红色往事。她喜欢对
我讲这些事，一方面可能
因为我懂事较早、略通历
史，另一方面，这些红色往
事早已成为我们家族史的
一部分，是家风中最引以
为荣的。
外婆出生在西药房商

人之家，太外公在上海有
些产业，家境可谓殷实。外
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大
弟钟沛璋，妹妹钟雯娟、小
弟钟信耀（后因革命需要
改名为陈古海）。按照太外
公的设想，把孩子们送去
读大学，培养成人，以后可
以继承家业。但他没有想
到，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
了进步思想，外婆的三个
弟妹在抗战期间先后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英
勇的地下党员。

外婆并不是党员，三
个弟妹保守党的秘密，没
有向她说出真相。但外婆
是个敏锐的人，当她看到
三个弟妹经常聚在大沽路

411 弄 4 号的家里开会，
也经常有一些儒雅热情的
青年人（新中国成立后她
知道里面有吴学谦、李琦
涛等人）进出老宅，她就知
道这些青年人都在做进步
的事业。外婆虽是家里的
大小姐，但她理解革命，也
暗暗支持着革命。
“你大舅公钟沛璋还

以为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哩，但我并不想让
他们知道我已有所
察觉。”这事是很多
年之后外婆告诉我
的。有一次大舅公
将一份秘密文件放在衣服
口袋里，结果外婆在为他
洗衣服时不慎将文件浸
湿，外婆预感这文件可能
比较重要，所以就把它晾
干，不声不响地又放回衣
袋里。其实大舅公当时也
已知道外婆的用意，在外
婆去世后，大舅公曾撰文
讲到此事，感慨外婆的善

解人意和对革命的默默支
持。只是在非常年代，姐弟
俩心照不宣而已。
有一件事是外婆颇为

得意的，这也是后人评价
外婆机敏、锐智、勇敢的最
佳佐证。1947年秋，解放
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
党反动派对于地下党的搜
捕和迫害持续升级。也就
在这个当口，大舅公在上

海主编的宣传第二
条战线学生运动的
进步刊物《青年知
识》被察觉，特务直
接到大沽路老宅搜

查。当时所幸两位舅公都
不在家，但特务的到来预
示着老宅已经被盯上了，
他们完全可能来一出蹲守
的戏码。
外婆当时觉得最紧要

的就是尽快通知两个舅公
不要回家，迅速撤离上海。
可是当时没有手机，在茫
茫的上海，如何以最快的
速度送出警报呢？外婆知
道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小
舅公陈古海当天有课，她
就甩掉特务，直奔圣约翰
寻人。到了学校又有一个
问题，偌大的校园，又怎么
知道小舅公在哪间教室？
外婆急中生智，通过在各
个车棚里寻找小舅公的自
行车以确定小舅公的方
位，第一时间通知了小舅
公，让他快走。最终大舅公
和小舅公都撤离上海，而
未能及时撤离被逮捕的一
些地下党员后来在上海临
近解放的时候被杀害。
很多年后两位舅公还

在感叹，外婆对整个家庭、
对革命事业是作出了巨大
贡献的。如果不是她的锐
智和勇敢，他们可能早已
被捕牺牲，也就没有办法
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
当然，在诸多红色往

事之中，外婆最引以为荣
的就是亲手缝制了迎接上
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这

件事情在她心中的分量
极重。1999年上海解放
50周年，在接受上海电
视台采访时外婆还重点
谈及此事。1949年 5月

上海临近解放，当时大舅
公钟沛璋受党组织的指
派，负责筹划上海迎接解
放的宣传工作。一天他告
诉外婆，他们需要一面巨
幅红旗。外婆立刻告知在
绸庄当会计的外公唐泰
来，外公之前已有准备，很
快就带回家整匹的红绸。
是夜，外婆和太外婆还有
几位其他女性家人连夜缝
制出红旗。1949年 5月 25

日，上海四周枪炮声此起
彼伏，当东方一轮红日升
起，人们抬头看到上海跑
马厅（现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的钟楼上，上海人民宣
传队员已经挂上了鲜红的
解放大旗。这正是外婆她
们亲手缝制的旗帜。这旗
帜成为上海人民迎接解放
喜悦之情的一个象征。
外婆离开这个世界已

经 14年了。这位机智勇敢
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位
“红色老太太”，却总是与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站
在一起。每逢党的生日或
者国庆节，我都会想到她，
想起她对我说的那些红色
往事。是的，老一辈革命者
正在凋零，但他们也在中
国延绵不绝的红色事业中
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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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节那天，陡然想起一句熟悉的
歌词：Mama，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妈妈，你可曾
记得给我的那顶旧草帽），忍不住哼唱
起来，又将乔山中的原曲转发到朋友
圈，有年长的朋友立马留言说不闻此曲
久矣，还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起《人证》
的故事情节来。

这让我有些脸红，电影《人证》在国
内热映之际，我还是无知蒙童，诚所谓
“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就
连主题歌都是听刘欢翻唱的版
本。经不住朋友“撺掇”，找来电
影一看，居然是一部推理片，搁
在当下也是很潮的主题，撇开技
术上的局限性（或者说胶片时代
的特色），诸如冗长的镜头，灯光
和音效上的缺陷之类，这部影片
的内容着实引人入胜。

故事主线很简单：1950年代
初，少女恭子和一位驻日美军士
兵生下了孩子，多年后，恭子成
为知名服装设计师，在她的作品
发布会上，这个叫焦尼的孩子回
来找她，为隐瞒旧事，恭子不惜杀死焦
尼，影片的最后，恭子也追随孩子而去。

在影片中，草帽既是破案的重要物
证，也是母子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片
头部分节奏欢快的《草帽歌》旋律，以及
片尾处焦尼饰演者乔山中凄绝的歌声，
恰好呼应了故事转折，无怪乎当年的观
众对这首歌印象极深。

好的文艺作品，既是时间与空间的
沉淀，亦要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与为推理而推理的悬疑片不同，《人证》
背后埋藏了一段日本二战后难以言说
的历史问题，或许在今天看惯推理小说
与影视剧的观众眼里，《人证》的剧情发
展并不复杂，但故事线索与历史背景巧

妙结合，使得起伏跌宕的
剧情有了合理的落脚点。

细细想来，《人证》这
样的商业片，进入中国之
后被解读成文艺片（同样
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电影《追捕》），这
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文艺学上称之
为“误读”，盖观众凭借已有的知识背
景，将影片作了溢出其本来面目的解
读，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部四十多年前拍摄的影
片，于我这样迟来的观众而言，
也是容易产生“误读”的渊薮，初
次听到《草帽歌》时，我无端以为
影片背景是宫崎骏风格的田园
风光，所以对歌词中提及的“草
帽”“山谷的风”云云，全视为乡
间生活之一途，及至看过片子，
才知道这样的想象未免太过美
好，片中的草帽多半是托奎拉草
编织的巴拿马软帽，可不是普通
乡民使用得上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草
帽的盛期，当时国内化纤工业尚

不发达，稻草编成的帽子是夏天防晒的
恩物，比不得化纤帽轻盈透气，但胜在
价格便宜、经久耐用，与白色的确良（涤
纶）衬衣，一起走进了夏天的经典记忆。
稻草帽有什么好呢？我至今记得草

鞭接缝处扎人的毛刺，或是坐在父亲的
自行车后座上，一阵风吹来，将草帽吹
走老远，还得一路奔走着去抓帽子，若
是旁边的路人起一起哄，那窘态就别提
有多难堪了。

好在回忆有一个绝佳的功能，便是
滤去痛苦的一面，只留下甜甜的清爽的
一部分，又到初夏，重新听一听《草帽
歌》，想着在风中追逐草帽的少年，原来
无意的误读，也是美好的源泉。

诗词童年乐

王丽娜

    童年，在记忆里
永远是甜蜜的歌谣。
歌词或许因为远去而
有所模糊，但那音调
却五彩斑斓，是小时

候捉迷藏的嬉闹，是吃糖果的快乐，也是和妈妈手牵手
的温馨。童年，似乎很难用词语来描绘它，如梦焕彩，如
歌行调。记得当时年纪小，你听了，我笑了，不知道花落
多少，依稀在几多诗词里拾取这吉光片羽。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

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不知道为什么，童年的故事里总
有根钓竿的存在。小小儿童，人还没有竹竿高，却煞有其
事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就准备钓鱼。小孩全神贯注地注视
着水面的动静，连路人问路也不敢直接回应，只是用手
势比画，生怕错过鱼儿上钩。如此小心翼翼，细节描写得
似乎身临其境，让人对这钓鱼孩童喜爱值加倍。
在我女儿的小学一年级课本中有首诗，“小时不识

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几句诗
是李白《古朗月行》中的节选。她可能不明白这首诗后
面几句的意思，不过对前面四句诗特别有感情，她说小
时不识月，是不是就像她一样把月亮当作大圆盘？女儿
说这话的时候，仰着红扑扑的小脸，张着忽闪闪的大眼
睛，就像月亮一样可爱。让我想起她小的时候，只要晚
上看到月亮，就会念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是
朋友，兜里装了两块饼，送它明天当早饭。”月亮，穿越
古今，跨越年龄，小时不识月，但它总在你的记忆深处。

童年，不仅是嬉笑玩闹，对于以前的小孩来说，童
年也是参与家庭劳作的。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几句诗，便把田园劳作的场景，儿童的点豆种瓜描绘得
如在眼前。曾经，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有一种特
殊的假期叫做“农忙假”。
日期大抵在春、秋两季，时
间不固定。大抵是农村家
庭忙着收成的时候，让小
朋友们能回去帮家中长辈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务。现
在的小朋友，可能连这个
假期名字都未必能听说。
捉黄蝶、采野花、放纸鸢，
诗词的童年之乐带来的是
不同感受。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欢乐，今日的童年乐，
是今天的味道。当孩童仍
是孩童，不知自己还只是
孩童，他们和天同乐，和月
而眠，他们站在每一座峰
顶，向往更高的山峰。童年
无畏，因为光和希望是最
大的向往。和童年以诗，向
往如故。

责编：龚建星

初夏，夜听雨
张新文

    初夏，很宜人，特别是夜
雨，我情有独钟。

我最喜欢漆黑的夜晚，
雨入荷池，蛙举绿伞的那一
幕，间杂着荷花的香味跟着
雨雾细细地飘来，大自然的灵性与人间至美的诗意交融到了一
起，令人赏心悦目。观雨是一种心情，听雨则是一种心境。

愉悦的时候，雨，就是欢乐的鼓点，激昂奋进；悲戚的时候，
雨，就是忧伤的泪滴，肆意流淌……

夏夜听雨声，需要去乡野听，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需
要躺在床上把灯关了，让满世界的黑拥抱着自己听，需要把自
己的心融入草木间听……风像个探子，把一切的叶子翻个遍，
招呼雷声和闪电出场，雷声像碌碡在碾压着满场的麦子，咕噜
咕噜由远而近，发出木与石的摩擦声；而闪电则变得妖娆妩媚。
很快，风止，能听到沙沙的声响从远处传来，像是千军万马奔涌
而至，瞬间又去了远方，那是雨滴落在树叶上、庄稼的叶子上而
发出的声响。夏雨落在草屋上，悄无声息，就像一
碗水泼在了海绵上，那是远去、渐渐消失的天籁；
雨落在黛瓦上，发出脆生生的响声，有竹筷敲在
瓷碗上的韵味，很多时候，还能听到雨点砸在破
脸盆上、木桶上、瓦罐上、雨布上，甚至，窗户的玻
璃上……雨滴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信物，它们不会厚此薄彼，它
们要润泽世间万物，包括我们饥渴的心。

宋人蒋捷听雨听了
一辈子，少年听雨歌楼
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老
年听雨僧庐下，他从雨声
里听出了年少轻狂，听出
了漂泊流离，听出了望乡
愁绪，听出了暮鼓晨钟里
的彻悟人生。夏夜听雨，
雨滴是透明的算盘珠子，
滴滴答答的声响，是无数
双的手在夏夜里累计着
秋天的收获！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

2021年的夏夜听雨，
意味深长，风雨百年路，
丰碑耀千秋！我们的党经
过 100年的磨砺，何惧风
风雨雨、坎坎坷坷……雨
过天晴，明天又是一个艳
阳高照的日子，没有什么
困难能够阻挡住我们前
进的步伐！

夏夜听雨声，更需要
淡定和宁静，只要侧耳聆
听，每个人都能听出别样
的境界和感悟，不信？你
试试……

书
法

钱
汉
东

    在中共地下党
的推动下，各大金融
行业的群众性组织
纷纷创办报纸刊物，

拓展舆论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