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潜伏》里，为了配合余则成的工作，
共产党从延安调来一位女游击队长，充任
余太太。

现实的地下党生活中，杨章武也曾到
延安寻找过未婚妻。他的未婚妻牛文颖是
燕京大学的学生，并早他两年入党。

“父亲和母亲的家庭在当时，算是大户
人家。”杨卫平告诉记者，“爷爷杨勉斋 16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18 岁高中甲申科最
年轻的进士。看到社会腐败，爷爷不是留
在京城耐心地准备殿试，却坚决地参加了
辛亥革命，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26岁当上
了河南省议会议长。姥爷家也是书香世
家，母亲从小受家庭影响向往革命，同情穷
苦民众，初中上的是北仓女中，高中上的是
北平师大女附中。在中学时期，受进步教
师的引导，母亲成了地下党的交通员，并在
1935年读大学时入党。”

相关资料记载，杨章武与牛文颖相识
于 1937 年冬，当时北平沦陷，牛文颖与党
组织失去了联系，流亡在开封，准备和燕大
的同学一起去延安。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后，杨章武又忙着办干训班，而未婚妻子则
随同学去了延安。

“在延安期间，我母亲先在陕北公学学

习，后来组织上考虑到陕北公学来源复杂，
恐其对父亲卧底不利，又调到马列学院。”

但是，未婚妻牛文颖去延安的事情，还
是被刘茂恩知道了，他对杨章武说，现在国
共关系紧张，牛文颖却去延安学习，这事对
你我都不好，快写信让她回来。杨章武随
后向组织作了汇报。

为了让未婚妻子回到身边，杨章武还
曾秘密到延安寻找。

“父亲到延安总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去
汇报在 15 军办干训班的情况，在延安，父
亲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又见到
了刘少奇。”杨卫平说，父亲第二次去延安是
偷着去的，想让母亲随他回到 15军。可母
亲不想离开延安，后来组织出面，调令牛文
颖回到“白区”，配合父亲开展地下党工作。

“在解放战争中，章武利用刘茂恩（时
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人的社会关系，并
经组织同意，先后任河南省政府驻南京办
事处处长、河南省银行总经理、国大代表，
利用这些身份，为党做情报工作。我帮助
并掩护章武工作，在外以官太太身份与敌
人周旋应酬，在内保管、抄写情报文件。”
这是牛文颖晚年对“官太太”生活的深刻
记忆。

智对“摸底谈话”
取得15军司令信任

“我父亲在卢沟桥事变那一年，就加
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党的早期，就打入
了国民党第15军总部，为共产党做事。”

6月 14日上午，在郑州北郊金桂苑
的家中，杨章武的小女儿杨卫平，一边照
顾着老母亲牛文颖，一边向记者谈起父
亲的旧事。

“父亲在 2001 年离世，活到 95 岁。
在世时，他没有留下回忆录，只在 1968
年写过一篇‘检查’，对一生的经历进行
了概述。”杨卫平称，父亲的文字只对经
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却很少提到自己的
功劳。

杨章武在留下的文字中自述，年轻
时曾两次东渡留学日本，1937年3月，国
内发生“双十二事变”之后回国，投身于
全民抗日大潮。1937年 8月，国难当头
时加入了共产党。

“父亲做地下党时，直接受刘少奇的
领导。父亲入党不久，就接到指示，利用
与国民党15军司令刘茂恩的社会关系，
到国民党第15军搞工作。”

“刘茂恩的大哥和我的爷爷，都是辛
亥革命的骨干成员，两家世交很好。因
为这层关系，刘接纳了父亲的投奔，先让
他做军部参议。为取得刘的信任，父亲
在第 15 军抗日阻击战伤亡过半的情况
下，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当时西安工商日
报记者访问了刘，把刘积极抗战的态度
表扬了一番。”

“但刘茂恩是个谨慎的人，他在一次
私下闲谈中，故意表明自己想投向八路
军，以此试探父亲的态度。”杨卫平说，父
亲深知国民党将领之间的尔虞我诈，面对
刘的“推心置腹”，脑子并没有发热。而是
从时局出发，做了一番符合时局的表态。

“当时不知自己的表态是否错误，后
来证明那番表态是正确的。”杨章武在自
述的文字中称，“刘当时的意图，就是对我
的政治面貌进行摸底，摸底后，刘不仅把
办干训班的事全部交给我，新中国成立前
他一直不怀疑我是共产党，而且面对蒋介
石接到举报对我进行调查时，又以身家性
命为我担保，给我工作带来了方便。”

“父亲在 15 军期间，虽然没有争取
让刘茂恩投诚，可刘对八路军相当友好，
在国共联合抗日期间，还曾为共产党的
部队提供过弹药支持。”杨卫平评价说，
父亲在15军工作期间，除了将干训班成
员输送到延安，还曾秘密营救了不少革
命同志。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地下党时，曾
经两次获取城防图，为解放开封和武汉帮
了大忙，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和流血。”

6 月 15 日，远在北京的杨章武二儿子
杨松林，在电话中谈起父亲，滔滔不绝。

在杨章武的自述中，曾提到两次获取
情报的经历。一次是解放开封前，奉命获
取城防工事图，由地下交通员转送组织。
另一次是渡江战役前，获取了武汉与信阳
地区驻军部署和装备情况报告，坐火车星
夜送住广州。

“1948年，豫东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
奉命解放开封。父亲当时任河南省银行总

经理，他接到的任务，就是搞到开封的城防
工事图。”杨松林说。

“父亲说，城防工事图掌握在刘茂恩
部队的参谋长手里。父亲把参谋长请到
家里吃饭，喝到后半夜，参谋长醉倒了。
父亲估计到第二天中午他也醒不了，便一
早到了参谋部找参谋长。警卫说：‘参谋
长昨天就出去了。’父亲就说：‘哦，那我
等等他吧。’警卫引父亲进办公室，倒了茶
就出去了。父亲翻到城防图的副本，拿了
出来。”

“至于父亲如何获取武汉与信阳地区
城防图的，父亲没说，我也没问过。”

“与潜伏里的主人公还有一点惊人的相
似，就是父亲最后也被派遣潜伏台湾。父亲
说他当时很犹豫。”杨松林告诉记者，老蒋多
次接到告密，称父亲是共产党，有些特务还
多次扬言，要让父亲消失。甚至还在 1949
年春天，父亲奉上级命令，策动于右任反蒋，
可以说，父亲地下党的身份已经暴露。

“国民党上层早已怀疑章武是共产党，
继续潜伏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当时我们
的家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几个未成年的孩
子，他丢下老母妻儿独自赴台，也经过了激
烈思想斗争。我想绝不能拉后腿，我拿出刘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俩一
块儿读。他克服了困难，决定冒生命危险去
承担任务。我和婆母送他到江边坐船，我们
深知这一去的艰险，惜别之情难以言表。”这
是妻子牛文颖对当时的回忆，并称是按“不
可能回来了”来送别的。

“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通过关系坐上
了去台湾的军用飞机，利用国大代表身份，与
同舱的一位乘客交谈起来，并获得了信任。
下了飞机一打听，那人竟然是毛人凤。如果
毛人凤不让父亲和他的秘书同乘一车，估计
父亲无法在台湾入境。”杨松林说。

“到了台湾两天后，一个拜把子朋友，也
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头目找到父亲，说蒋介
石已经下令抓你了，你怎么还没走？父亲想
得到刘茂恩的支持，刘茂恩勉强见了父亲一
面，态度十分冷淡。父亲感觉在台湾待不住
了，他的拜把子朋友亲自开汽车把父亲送上
飞机，飞机刚刚起飞，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就
封锁了机场。”

“《潜伏》里有个人物叫谢若林，他明知
余则成是地下党，却不去告发，只想着卖情
报挣钱，这个人物让人很疑惑，觉得太假。
通过父亲的经历，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杨松
林向记者分析称，譬如父亲坐火车到广州送
情报期间，同车的国民党一个监委刘延涛就
准确知道了父亲的身份，可他只说破却不告
发逮捕，是国民党讲人情吗？父亲一针见血
地说，他们知道国民党要完了，这是给自己
留后路！

在送他去台湾机场的路上，朋友追问他
是不是共产党时，说了这样一番话：“章武
啊，老朋友不说假话。从我来说，现在不是
怕你是共产党，只怕你不是。你是共产党，
老朋友将来还有个出路……”

延安汇报工作，受到毛主席接见

有红色线索请告诉我们
你身边有充满传奇故事的革命老人吗？你是否收集有与共产党人物

和事件有关的实物和史料，可以把线索告诉我们，本报还将邀请专家对这
些文物资料进行免费鉴定。联系电话：13838049253，邮箱：zzwbsczl@
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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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潜伏》后，许多人对余则
成的故事印象至深。在河南郑州，
一位已故的老地下党，他的经历堪
称河南“余则成”。他深入国民党内
部，机智取得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
信任，办起干训班，为共产党培养了
大批人才。又以河南省银行总经理
的身份，在解放开封前，盗取出开封
城防工事图，解放武汉前夕，又取得
武汉与信阳地区驻军部署和装备情
况报告。他还像“余则成”一样，坐
飞机去了台湾。在飞机上相谈甚欢
的乘客，居然是毛人凤。在台湾，得
知蒋介石下令逮捕自己时，靠朋友
帮助逃出台湾，转道香港回到大
陆。他，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
党员杨章武。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河南“余则成”潜伏台湾
身份暴露虎口逃生
大战前夕，送出开封城防工事图、武汉驻军和装备报告等重要情报大战前夕，送出开封城防工事图、武汉驻军和装备报告等重要情报大战前夕，送出开封城防工事图、武汉驻军和装备报告等重要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