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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者”后代讲述当年险事

电视剧《潜伏》备受影迷热捧，5月8日，本报悦读周刊C03版刊发了“《潜伏》剧中余则成原型是吴石”的报
道，吴石利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的身份作掩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50年，继续在
台湾“潜伏”的吴石被叛徒出卖慷慨就义。

吴石将军长子吴韶成老人现年83岁，居住在郑州市黄河北街一个家属院里。昨日，吴韶成老人向记者讲
述了他和父亲吴石之间的故事。 晚报记者 王晋晋 张玉东/文 晚报记者 周甬/图

吴石原名萃文，1894年出生于闽侯县螺洲
镇（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

1911 年农历九月，福州响应武昌起义，组
织北伐学生军，吴石报名参军，年底随军开往
南京，同年进武昌军校学习，毕业时被保送保
定军官学校。被称为“军校状元”的吴石考试
均为全校第一，后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
陆军大学，当时被称为“十二能人”。

1944 年，吴石看清国民党的腐败本质，逐
渐倾向革命。之后，吴石利用重庆军政部部长
办公室中将主任的身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贡献。1949年7月，吴石毅然携妻儿赴台，
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50年，吴石被叛徒出卖，当年6月10日，
慷慨就义。吴石将军赴台时，偕妻子王碧奎和
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儿子、大女儿在
祖国大陆。经了解，目前吴石将军的长子定居
在郑州，已年过八旬。

得知消息后，本报通过各种关系开始寻找吴
韶成老人的下落。12日上午，我们在吴老家中，
与老人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细谈。吴老性格有些
内向，但很健谈。吴老说，他过惯了平静简单的生
活，不愿意再给生活添不必要的麻烦。“下棋、练
字、看书、散步……”提起吴老保养的秘诀，他
说，生活规律、心态平和是最重要的。

1929 年，吴石赴日本东京的炮兵学校学
习，后来又转入陆军大学深造。1932 年，吴石
将全家接到了东京，为了让年幼的吴韶成尽
早学习知识，吴石便请来自己大学老师的儿
子当家教。

吴韶成介绍说，当时年幼的他特别不懂事，
什么事都喜欢和老师对着干，一次他趁着老师
休息的时候，将墨水在老师脸上画了幅画，后来
老师当场就气哭了，这一切没能躲过父亲严厉
的法眼。

“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和母亲发火。”吴
韶成回忆道，放学回家的父亲一见到自己便
是一番怒斥，他说人一定要学会尊师重道，尤
其是作为有着深厚儒家思想的中国人更应该
尊敬师长。

“学生没哭，倒把老师气哭了……”见到丈夫
动怒，一旁为自己开脱的母亲开玩笑地说道。
没想到父亲为了这句话，当场又将母亲大吵了
一顿。

吴韶成说，抗战结束后，父亲常在家里
发牢骚，抱怨民不聊生，百姓没有饭吃之类
的话。自己当时也非常清楚，父亲心底已经
对国民党非常不满。

1948年底，在福州时任绥靖公署副主任的
父亲，不久接到国民党李宗仁代总统的电报，
要求父亲去南京，并拟委任总统府参军长。

正值寒假已过，在南京大学读大一的吴
韶成从福州老家随父亲回到南京。父亲在

南京的那段时间，一直忙于规劝李宗仁接受
中共八项和谈条件以求结束内战。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就住在太平路
安乐酒店，不过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
别。”吴韶成有些发抖地说，1949年4月2日
上午，他前往酒店找父亲，父亲说：“李宗仁
下不了决心，他不能接受和谈条件，我在南
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父亲还
留给他了20美元。

“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州解放。”吴韶成
老人清晰地记得福州解放的日期，因为父亲
是两日后去的台湾。“真没想到，那次与父亲
分别，竟成了最后的诀别。”说话间隙，吴韶成
老人神情有些哀伤。

“父亲偕母亲和弟妹赴台时，我那年 22
岁。”吴韶成老人说，当时小自己 2岁的妹妹
吴兰成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父亲赴台后，我
和妹妹的生活来源就断了。”吴韶成老人说，
幸亏当时读书都是公费，所以大学几年也就
这样过来了。

大学毕业后，吴韶成老人被分配到哈尔
滨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沈阳工作。妹妹吴兰
成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援疆建设，在新疆一待
就是 20年。“其间，兰成结婚了，对象是她的
大学同学。”吴韶成老人说，当时条件受限，妹

妹结婚时没能赶去参加，妹妹寄了一张结婚
照，收到信那天让他高兴坏了。

说起自己的婚姻，吴韶成老人笑了，他
说自己属于晚婚型的，比妹妹晚了一些。

“我与老伴相识很早，结合却比较晚。”吴韶
成老人说，他们都是托人介绍的，老伴是他
同学的妹妹，孩童时在贵州就见过，上班后
同学介绍才开始正式认识。1957 年，他俩
走到了一起。

“很勤快，很顾家；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在
用搓板洗衣服。”吴韶成老人说幼年两人相见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她才 10 多
岁，正在贵州浙大附中读书。”“老伴比我小
3岁。”吴韶成老人说，他和老伴结合前，老伴
曾在贵州卫生院工作，后来单位将老伴调到
沈阳一卫生所工作。

“父亲赴台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吴韶成老人说，最后一次得知父亲的消
息，是在报纸上，“1950 年 6 月 10 日，父亲
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当时，他在
学校上课，看到父亲遇难的报道就像晴
天霹雳一样，无法让自己相信，而最痛苦
的莫过于身边并没有亲友可以倾诉。

“忘记了那时是怎么挺过来的。”吴韶成
老人说，父亲一向沉默寡言，但对孩子非常爱

护，特别是大哥1946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回
南京，轮船中途触礁沉没失踪后，父亲一改过
去对儿女的沉默寡言不露感情的性格，变得
儿女情长起来。

说起父亲遇难的情况，吴韶成老人很伤
心。吴韶成老人说，父亲去世后，他和妹妹
吴兰成在国内，一度比较安全，但和母亲在
台湾的小妹却比较恐慌，家人的安全一度
受危。

吴韶成老人说，父亲在台遇难后，母
亲遭遇了牢狱之灾，后经故旧多方营救，
1959 年秋，母亲从台北监狱释放，此时已
家破人亡。“亲友们害怕受到牵连，不敢
与母亲接触。”吴韶成老人说到母亲时，
眼睛湿润了。

吴韶成老人说，当时，母亲在贫困交加
中，与年仅16岁的小妹，担起培育6岁小弟吴
健成的担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到小
弟大学毕业。”吴韶成老人说，1970年小弟吴
健成赴美工读。

1980 年 5 月，吴韶成的母亲王碧奎也辗
转到了美国，在洛杉矶定居。“1981年冬天，我
和妹妹兰成赴美探亲。”陷在回忆里的吴韶成
老人说，离别32年，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只是
少了父亲一人。

“见面时，一家人抱头痛哭。”吴韶成老
人说，短短数日的相聚后，他和兰成回国
了，带回了父亲在狱中秘密书写在画册背
面的绝笔书。“父亲遗愿，希望保存好他的
毕业证书，希望办一个小规模图书馆作为
纪念。”吴韶成老人说，多年以来，老家福州
的所有藏书以至寄存衣物等，早已全部荡
然无存，“未能完成父亲遗愿，很愧疚不
安。”吴韶成老人说。

吴韶成老人说，1993年 2月 9日，辛苦一
生的母亲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90岁。

1960年，吴韶成老人来到郑州，当时上街
要建铝厂，吴韶成老人从此在郑州安家落
户。“日子再苦我都不怕，但他们污蔑我父亲
时，我恼了！”回忆中的吴韶成老人有些生
气，1966年后，吴韶成老人也未能幸免，他因
为父亲的身份问题被批斗，被迫在农村养了
3年猪。

性格一直内向隐忍的吴韶成，最终向中
央写信反映父亲身份问题，得到周恩来总理、
叶剑英元帅的批示，并派人到河南专门处理
此案。1973年，父亲吴石的身份公开，并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

和吴韶成老人聊起电视剧《潜伏》时，他
很高兴。他说，自己嫌电视播得太慢了，直
接买的碟子看的。“电视剧拍得不错，把当时
做情报工作者的危险和艰辛都表现得淋漓
尽致。”吴韶成老人说。

但提到《潜伏》的主角余则成原型是吴
石将军时，吴韶成老人提出了反对，“他们相
差太远了。”吴韶成老人说，《潜伏》热播后，
他在百度里看到了网友们对“余则成=吴
石”的争议。

吴韶成老人说，《潜伏》的主角余则成
是为军统工作，但首先，父亲平日非常痛
恨军统（特务原因），所以余则成的原型不
可能是父亲；其次，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与
余则成和王翠平的结合是完全不同的，

“父亲和母亲是同乡邻里，母亲比父亲小
10 岁，母亲高中毕业，性情很温和，很贤
惠。”吴韶成老人说，这些和《潜伏》中的
王翠平有本质的差别。

辛劳
父亲一直规劝李宗仁结束内战

诀别
父亲在福州解放两日后赶赴台湾

吴石将军和妻子王碧奎、幼子吴健成。
晚报记者 周甬 翻拍

寻访
传奇将军之子住在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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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见到父亲，偶尔见到他也都在看书。”
吴韶成说，父亲在日本苦读，爱国之心驱使他拼
命用功，多方交友，掌握日本政情、军情。

1935年，在日本炮兵学校及陆军大学学成的
吴石，以第一名毕业。

吴韶成回忆说，1936年回国后，10岁的他
来到南京“古楼”小学就读三年级，一年后发
生了卢沟桥事变。

在日本对中国蠢蠢欲动的那段时间，还在
玩弄着亲善友好的花招。那年春天的一天，日
本小学生坐着 8辆敞篷小轿车，穿着天蓝色海
军制服，手里拿着鲜花到他们学校，和中国孩子
载歌载舞起来。

吴韶成回忆说，日本亲善团离去的第二天，
老师在黑板上给他们出了一道地理题，上面是
一张只有铁路的无名地图，让同学们照着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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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猜猜是什么地方。左思右想仍毫无头
绪的吴韶成不得不寻求父亲的帮助。

“这是哈尔滨到旅顺的铁路线，被日本
人给占领了，死了不少人，我们一定要为死
去的同胞报仇……”当时父亲一拿起地图，
手就不住地颤抖起来，没想到平时说话简单
的父亲，这次滔滔不绝起来，口中还一直叫
着要报仇。父亲说这是东三省地图，铁路是
从哈尔滨到旅顺，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占领了东三省，杀死了无数同胞，现在
沦为满洲国。

“父亲讲的那堂课是刻骨铭心的，他的
每句话都深深烙在我心里。”年幼的吴韶成
将那几条铁路线牢记于心，他从父亲身上学
到了更多满腔热血的爱国精神。

吴韶成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开始
了逃难生活，自己不得不和父亲暂时分离，与母
亲及兄弟姐妹们搬到上海。不久，淞沪战争爆
发了，继而飞机轰炸上海大世界，死亡平民2000
余人，而他们刚刚搬入不久的住所也被震坏，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听到炸弹声。”
“那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是有血有肉

的爱国主义教育。”吴韶成介绍说，此后，他
们又先后迁入南京、武汉、重庆、桂林等城
市，但仍不断受到日军飞机轰炸，两个小弟
也不幸死于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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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幸运
母亲经多方营救才出狱

经历
父亲1973年被追认烈士H

揭秘
父亲平日非常痛恨军统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