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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258夫妻被捕
7岁半的女儿躲过一劫

1948年6月的一天，7岁半的唐小驷从梦
中醒来，没看见父母，起床跑到客厅，看见满
屋背着枪的兵，正围着桌子同唐虚谷说话。

见女儿出来，张静芳塞给唐小驷一大把
钱，并叮嘱说：“快去买两包烟回来招待客人，
记住，必须到桥那头的大舅舅家去买（大舅舅
和小舅舅是张静芳为了掩护身份，在重庆万
县龙驹镇认的两个张姓兄弟），他家的烟最
好，莫怕多走几步路，千万记住！”

不清楚状况的唐小驷，走在街上不停嘀
咕：“到处都有烟卖，妈妈非让我走那么远的
路，这是怎么了？”抵达后，唐小驷的话还没说
完，大舅舅便一把将她拉进屋，还拖到了后
院。

“你妈妈让你到我这里来买烟，就是让
我把你藏起来，免得坏人把你也一同抓去
坐牢。”大舅舅着急地说。正如大舅舅所
说，事发当天，唐虚谷、张静芳夫妇双双
被抓。

张静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沉着冷静，让
女儿唐小驷躲过了特务的抓捕。从此以后，
唐小驷开始了长达8个月不断转移的“流浪”
生活。

传递情报
狱中传出18字的托孤信

1949年，重庆即将迎来解放的曙光，国

民党特务还想在“天亮”前，做垂死挣扎。
军统特务大头目徐远举，对唐虚谷夫妇

软硬兼施，希望从他们身上获取川东游击队、
上川东（渠县）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并用“经济
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进行引诱。信念坚定的
唐虚谷，尽管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但始终没有
开口。

在特务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叛徒冉益
智给徐远举出了一个主意：唐虚谷夫妇最心
疼他们的小女儿唐小驷，不如派人到万县去
把她抓来。为救唐小驷，唐虚谷夫妇想方设
法通过战友胡春浦，传出了一封仅有18个字
的托孤信。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春浦，以
国民党党员、“大有字号”煤矿企业老板的
身份作掩护，是国民党眼中的“资本家”。
胡春浦在四川从事情报、统战工作，与南方
局的董必武单线联系。因参与宋庆龄、李宗
仁等策划的反蒋活动，1948年入狱。因身
份特殊，胡春浦在狱中是行动相对自由的

“特殊犯人”。
唐虚谷在“放风”的时候假装把脚崴了，

胡春浦上前关心，唐虚谷让他找张静芳带封
信出去。张静芳把只有18个字的信秘密交
给胡春浦后，胡春浦利用自己的狱外交通员
杨景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送钱、送物到监
狱的机会，把信带了出去。

杨景凡的夫人周玉碧（渠县地下党员）在
市场买菜时，把纸条悄悄放进了江习儒的菜
篮子里。江习儒是张静芳的姨娘，张静芳的
另外三个孩子，一直寄住在她家里。1949年
2月，这封托孤信被交到上川东地下党组
织。后经上川东地下党员江东渠（张静芳的
幺妹）确认，这封信的确出自张静芳之手，且

只有江东渠知道，“不畏”就是其小女儿唐小
驷。

组织营救
敌方的阴谋未能得逞

接到托孤信后，上川东（渠县）地下党组
织对敌情进行了分析：敌人要抓唐小驷，说明
唐虚谷夫妇在狱中表现坚强，因此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她被特务抓走。抗战时期担任过杨
森二十军的营长、曾在万县驻防多年的刘介
眉，是张静芳的二姐夫，被认为是营救唐小驷
的最佳人选。

1949年3月初，刘介眉伪装成盐商抵达
万县龙驹镇，打听到了唐小驷的下落：在第四
次转移中，收留唐小驷的王伯全家得了瘟疫，
唐小驷下山找小舅舅买药，后尾随小舅舅去
看望父母，因赶不上小舅舅而走错路，途中偶
遇自己曾施舍过的三个乞丐，生活这才有了
着落。而此时，敌人已拿出特别介绍信，与当
地的军、警、特等各方取得联系，在龙驹镇所
有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哨卡，还有人24小时
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

此后，敌人听到了唐小驷混在乞丐群的
“风声”，遂通过龙驹镇的镇公所，以发放椒盐
饼为诱饵对其进行抓捕。与此同时，刘介眉
已和龙驹镇的游击队、唐小驷的乞丐朋友“师
老大”一起，制定了营救唐小驷的方案。

按计划，唐小驷须伪装成一名小乞丐，刘
介眉与游击队负责接应。三位乞丐“小哥”也
有任务：“师老大”和“李老三”在正街场口吸
引特务注意，“黄老二”则帮助唐小驷从黄桷
树洞后面的山崖用绳索滑下去，再绕道钻进
橘树林，到幺店子的岔路口汇合后再跟着游
击队撤离。

“站住！”唐小驷刚与三个乞丐“小哥”一
起踏上大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四个特务盯上
了。情急之下，“师老大”掏出匕首揪住

“李老三”，假装将他抓住，并大声说明了想
要“领赏钱”的目的。“李老三”拼命抵
抗，两人扭成一团，成功吸引四个特务的注
意，“黄老二”乘机拉着唐小驷钻进树林。
早已等候在此的刘介眉，立即把唐小驷交给
游击队员，通过与特务展开阻击战的方式，
成功掩护唐小驷撤离。

借助一只小木船，刘介眉带着唐小驷在
万县城区上游上岸。随后，刘介眉给唐小驷
雇请了“滑竿”长途跋涉。为骗过路上的哨卡
盘问，唐小驷始终按刘介眉的交代回答，再加
上刘介眉身上带着退役军官证，他们绕道梁
平、广安，最终顺利回到渠县老家。（受访者供
图）

（据《华西城市读本》）

中的“老大哥”
原型是渠县人红

“唐虚谷、张静芳，七岁孩子不
畏住万县龙驹镇。”1949年2月，唐
虚谷和张静芳夫妇，从重庆渣滓洞
传出了这封只有一句话的托孤信，
信纸是上厕所用的草纸，字是用燃
烧后的竹签所写。

唐虚谷，原名唐毅，《红岩》《在
烈火中永生》中的“老大哥”原型，曾
任渠县县委书记、南充中心县委宣
传部长。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后，
1948年6月和妻子张静芳一起被
捕，1949年11月14日殉难于电台
岚垭。张静芳，原名江东琼，初到下
川东叫吴蓉，后到龙驹镇改名为张
静芳。她被关进重庆渣滓洞后，仍
在配合丈夫和300多名难友，同国
民党特务作斗争。1949年11月27
日，37岁的她牺牲在特务的大屠杀
中。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塑有
18尊铜像，3尊是渠县人，唐虚谷和
张静芳就在其中。

四个子女为唐虚谷夫妇著书留念。

唐虚谷子孙后代在其雕塑前祭拜。

岩
唐虚谷、张静芳夫妇狱中传出18字托孤信 地下党员“虎口”斗智营救“小乞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