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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历烽火路，笔开艺苑春。
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
这是贺敬之为马少波作的一首贺诗。“关

田两汉”指关汉卿、田汉，“今马”指马少波，作
家、文艺理论家、中国戏曲改革的早期开创
者。握笔杆子的马少波被人们熟知，但握枪
杆子的马少波人们并不熟知。马少波早年投
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始终立身前线，留下
了很多英雄事迹。抗战时期，马少波孤身入
虎穴，秘密会晤姜黎川的故事更是一段佳话。

一

1942年3月，马少波所在的八路军山东
纵队在许世友的领导下，围歼了盘踞在牙山
的蔡晋康，扫除了栖霞抗日斗争的障碍，把胶
东东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战役刚刚结
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旅长吴克华和政
委高锦纯就找到马少波，令他前往平度即墨
边境同姜黎川会晤谈判。

姜黎川是国民革命军山东保安第十九旅
司令，七七事变后在即墨一带组织抗日武装，
后来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命。姜黎川在国民党
的处境艰难，有接受八路军改编的意向。首长
决定派马少波以秘书长的身份与之先行接触，
弄清姜的真实意图，争取合作，共同抗战。

马少波安排好秘书处的工作，准备好自
己和警卫员的化装服装，正要出发，吴克华和
高锦纯突然找到他，神色凝重，低声说：“告诉
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老爷子出事了。”

“老爷子”指的是马少波的父亲马侠村，
抗日名将。1939年，日军攻占了掖县城，搜
捕杀害我抗日同胞450余人，还利用地痞流
氓和民间组织“三番子”组成“黄道会”，迷惑
群众培植汉奸，渗透瓦解我抗日队伍。我军
针锋相对成立了胶东同义抗日救国后援会，
马侠村受邀担任会长，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做了大量工作。这次来司令部开会，在回掖
北途中遭遇了从后庙村和掖城出动的日伪
军，马侠村不幸被捕。近百名日伪军乘两辆
大卡车包围了朱由村，抓走了马少波的母亲，
还残暴地打伤了他的曾祖父。

犹如晴天霹雳，马少波呆呆地听着高锦
纯说着：“你要冷静下来，我们正在通过地下
关系进行营救。关于姜部的任务，是否另行
考虑人选？”

马少波咬了咬牙，坚定地说：“我一定
去！不能改变！”

二

下午5时许，马少波赶到了十四团的驻
地——平度县大泽山旧店村，向团长梁海波、
政委雨晴传达了指示。他们派营教导员宫愚
公做向导，前往我党在平度南部任兆村的地
下联络站。马少波扮成一名教书先生，化名
王石润，穿一身深咖啡色的棉袍，头戴灰色礼
帽。警卫员王全和宫愚公扮成农民模样。

他们先来到25公里外的鹰爪埠村。虽
然这里属于抗日人民政府管辖范围，但距日
军占领的平度城只有5公里，离任兆村还有
60余公里。这里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的
炮楼、碉堡星罗棋布，要想安全通过这段错综
复杂的敌占区，谈何容易。

鹰爪埠村党支部书记蔡若庆找来一位年
过50岁、名叫万寿的老农做向导。一路上，
他们尽量选择离敌人据点远的路走，有时不
可避免要接近敌人的碉堡，只要稍有动静，敌
人就会开枪。好在有惊无险，他们跋涉了一
夜，到达了左岘北的小王村。这里离任兆村
还有二三十公里，为了避免暴露，趁天没亮，
他们翻墙跳进村西头一家院墙很矮的农户。

幸亏这家没有狗。他们敲门，屋里人问是
谁。他们说是做生意的，路过这里。人家不信，
不给开门。又问是不是城里的，接着用很厌恶
的口气问是不是李德元（国民党投降派）的，是
不是遭殃军（国民党中央军）的。马少波一听政
治倾向很鲜明，就说：“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
屋里人听说是八路军，“吱”地一声把门打开了。

走出门的老大爷很兴奋：“哎呀！黑天盼
白天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快进来。”老人做

了一锅高粱饼子，天黑后给他们带着上路了。
当他们赶到任兆村时已是午夜，找到地下

联络站负责人俞维忱。由于姜黎川行动不自
由，孙秀峰叛党后成了军统特务，对俞维忱的监
视很严，俞维忱一直是通过其秘书单线联系。

秘书很快传来消息，当天夜里10点会
晤，地点在姜的驻地、离任兆村东南两三公里
远的刘家庄，要求马少波独自前往。马少波
晚上8点动身，很快到了刘家庄围墙西北角，
墙上垂下一只箩筐，刚好容纳一个人。马少
波钻进去，箩筐被一点一点拉上去。

落地后，秘书带着马少波一路向东南，穿
过几条幽静的小胡同，走进一个朝西的大门，
到了一个院落。从三间北房往东，经过一个月
亮门和一堵影壁墙进入内院，这里有三间北
屋。秘书把他引入西间，点亮桌上的煤油灯，
叮嘱他不要外出安心等着，然后就出门了。

在充满危险的夜间，等待是漫长的。过
了晚上10点，姜黎川还没有出现，马少波心
急如焚。11点，秘书来了，说孙秀峰正缠着
姜黎川打麻将，怕他怀疑只能假意周旋，让他
耐心等候。凌晨1点，姜黎川才姗姗来迟。

一番介绍寒暄过后，马少波把信交给了
姜黎川。姜看完信，笑着提议相互称“同
志”。马少波说，大家都是爱国者，同心同德
抗日救国，便欣然同意。姜黎川说，他过去在
青岛是一名新闻记者，是拿笔杆子的，没有任
何军事知识，拿枪杆子完全是外行，领兵打仗
就是为了抗日。由于蒋介石不信任他，派孙
秀峰盯着他，他不但没有部队的指挥权，而且
没有人身自由，恳请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也不
再担任什么职务，最好是去办报纸。

观其言，查其行，马少波感觉姜黎川有接
受改编的意愿，但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利益，尚
在犹豫。马少波毫不隐晦地告诉姜黎川，首
先要改变目前大权旁落的状况，掌握军队的
指挥权，接着又把整个胶东的局势和共产党
愿意联合抗日向他一一陈述，姜黎川听后连
连点头。

三

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天亮了。此时
出去容易暴露，姜黎川建议等到晚上原路返
回。马少波只能按捺住心中的不安，等待夜幕
降临。姜黎川走后，马少波和衣而卧，面朝房
门，手握手枪，手枪上了膛，插在棉袍的衣兜
里。一旦发生情况，隔着棉袍就可以开枪。

大约过了一刻钟，马少波的眼皮有些沉，
迷瞪中听到窗外有脚步声。他立刻起身冲到
门口，立定，眯起眼睛，看到一个人露出半张
脸正在窥探。此人马弁装束，手里提着一只
匣子枪，枪口朝下。马少波不动声色，暗暗地
将棉袍口袋里的枪瞄准其头部，只要对方抬
枪，他就先发制人。不过，对方只看了一眼，
就匆忙走了。

马少波意识到了危险。10分钟后窗外
又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名绅士模样的人走了
进来。此人四十多岁，肤色白净，身体肥胖，
穿一身长袍马褂。他摘下礼帽，微笑着鞠躬
致礼，然后侧身坐在炕沿上。马少波端坐在
炕上，棉袍里的手枪暗中对着来人。

“先生贵姓？”来人问。
“姓王。”
“台甫？”
“王润石。”马少波说出了化名，接着问他

贵姓。对方递来名片，称姓贾。问马少波是
来看姜司令的吧，又问他是怎么认识姜司令
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何贵干。

马少波一一回答，说抗战前跟姜一起在
青岛办报，从青岛来要到平度去，路过这里顺
道看看他，如今还在办报纸。来人听了后起身
告辞，还让马少波多住几天，有空会再来拜访。

马少波感觉到行踪已被孙秀峰察觉，必
须立刻离开。他冲出房门，找了条凳子放在
东墙根下，探身一看，外面是条小胡同，胡同
里没人，立刻翻身上墙，跳进胡同。走出胡同
北口，马少波看到街上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
的，大都懒懒散散，应该是早起遛弯的。马少
波混在当中，故意散散漫漫、轻轻松松地走向
北门。北门有四个门岗，对从外面进来的人

森严，对往外走的人不甚留意。
马少波走出北门后，仍装作散步的样子，

不走大路，只在田间小道上慢条斯理地走，偶
尔停下看看齐膝高的麦苗。待悠悠荡荡走到
枪的射程以外，便疾步如飞，奔回任兆村。俞
维忱他们正因为他当天晚上没回来焦虑不
安，原地转圈圈，看到他回来了又惊又喜。晚
饭后，马少波踏上归途，在那个老大爷家里隐
蔽了一天，再次回到鹰爪埠村，然后四处打探
到十四团的驻地，要用他们的电台给司令部
发电报。马少波那时还兼任西海区和南海区
办事处主任，办事处都设在十四团团部。

他们在大泽山一带没找到，却意外地遇到
了驻扎在大杨家村的平度县政府机关和县大
队，时任平度县长的罗竹风就在那里。马少波
和罗竹风在枪林弹雨中，早就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一年多没见面，两人格外高兴，聊了一夜，
凌晨三点才躺下睡觉，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

原来是两名“黄道会”的会员，将平度县
政府机关和县大队驻扎的地址告了密，一千
多名日伪军突然袭击，从三面包围了大杨家
村。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的人拼死抵抗，马
少波、罗竹风等人从南山西北角的一条小山沟
突围。刚到山根，就被一名日军骑兵拦住了去
路。为掩护战友，马少波迅速举起勃朗宁手
枪射向马头，马倒下去，日军被压住。战斗越
来越激烈，他们被打散，马少波顺着小山沟往
南走，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他的礼帽被打
掉了，右脚受了伤，鞋也掉了一只。他跛着
脚，头发蓬乱，终于到达向阳坡的安全地带。

此时幸好遇到一位老乡，给了他一双布
鞋，并一路搀扶把他送到鹰爪埠村。脚伤好
得慢，马少波焦急万分，勉强可以下地挪步，
他就急着走，被民兵用担架抬着送到十四团
的驻地滕家村，谁知却赶上了他自己的葬礼。

原来大杨家战斗结束后清扫战场，没有
找到马少波，只找到他带有弹孔的礼帽和一
只沾血的鞋子，大家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四

马少波拟好电报，汇报了与姜黎川的谈
判情况，说明了姜黎川的犹豫，建议派姜谔生
协助。姜谔生是姜黎川的侄子，胶东《大众
报》的编辑，共产党员。翌日接到回电，首长
肯定了马少波的谈判成果，同意派姜谔生参
与再次会晤姜黎川，并且下达了任务：1.要求
姜部破坏胶济路，牵制敌人；2.劝说姜黎川清
理内奸，确保指挥权。

马少波一行先到鹰爪埠村，仍由万寿做
向导，奔赴任兆村。没想到姜部已经离开原
驻地，往南去了。他们只得隐蔽出行，暗中
打听。

由于姜部出没无常，他们往西南方向走
出50多里，毫无发现。一天夜里，走到胶济
路北侧一个叫后屯的村庄时，终于从一名老
乡的口里得知，姜黎川的司令部就驻扎在5
里外的张鲁村。老乡为人朴实，不像是说
假话。马少波立即给姜黎川写了一封信，信
中说已到后屯村请安排会晤，并请老乡给送
去。临行前再三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姜司
令，如若他不在一定原信带回。不到两个小
时，这名老乡就回来了，进门就高兴地大喊：

“信送到了！”马少波问是不是亲手交给姜司
令的。老乡说，姜司令不在，给了参谋长，参
谋长说交给他一样。

马少波大吃一惊，告诉老乡赶快到邻村
躲几天，他们一行人则立刻南下，连夜奔赴胶
州。他们离开没多久，孙秀峰就带人包围了
后屯村，挨家挨户搜查，连草垛、粮囤都用刺
刀捅了一遍。经过一路辗转，马少波终于在
胶州冷家村找到姜黎川所部。

马少波申明了关于破坏胶济路、牵制敌
人的要求。姜黎川表示一定配合，关于清除
内奸也胸有成竹。后来，姜黎川将孙秀峰的
部队调回胶州，趁他因病住院将其秘密处
决，还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很快，姜
黎川率领部队反正，东上莱阳，被改编为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九旅。马少波也因此被
军区通令嘉奖，其智勇双全的英雄事迹传为
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