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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红色女特工吴先清的故事④

李兆建/文
1932 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多已
经撤往中央苏区。上海是白色恐怖最
严重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春节前，
吴先清跟着刘鼎一起回四川南溪老
家。刚过完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
一位亲戚匆匆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
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
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在这位亲
戚帮助下，吴先清和刘鼎坐在箩筐里，
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
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他
们回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无
法接上关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吴先
清与曾在杭州蚕校的同窗好友陈宣昭
在上海街头相遇。陈宣昭得知吴先清
的情况，和丈夫吴觉农商量后，不怕危
险，将吴先清、刘鼎接到自己的家中居
住。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
的 2号，而隔壁的 3号、4号就是上海警
察局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吴先清和刘鼎受到了吴觉农、陈宣
昭夫妇的热情招待。据陈宣昭晚年回
忆，那时候每天夜晚，他们两对夫妇常
常在顶楼的亭子间促膝长谈，从“九一
八”事变后国内外局势，一直谈到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听着刘鼎、吴
先清夫妇的谈话，就像茫茫雾海里的
灯塔，眼前出现一线光明。不久，刘鼎
和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
了中央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
的模样，吴觉农陪他到车站，目送他踏
上了去江西的征途。吴先清在吴觉农
家中住了较长时间，她的儿子阚文木
就在吴家出生。

1935年 1月，刘鼎随方志敏率领的
“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地区挺进，
在江西怀玉山被敌人包围。方志敏被
捕牺牲。当时部队被打散，刘鼎在山中
躲藏几个月后，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
被抓。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
的俘虏营中逃出到了上海。在美国记
者史沫特莱等人帮助下，刘鼎躲进了
宋庆龄的家中。1936 年 3 月，共产党员
董健吾找到了刘鼎，告诉他说张学良
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
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
推荐了刘鼎。于是，刘鼎前往西安在东
北军中开展秘密工作。他对张学良将
军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思想工作，打动
了张学良的心。4月 9日傍晚，刘鼎陪同
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延安），和周
恩来秘密会见和商谈，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年后，

“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第一时
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情报
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
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
次 说 ，“ 西 安 事 变 ，刘 鼎 同 志 是 有 功
的”。

留在上海的吴先清，也在与敌人进
行着惊心动魄的谍战。吴先清具有秘密
情报工作的特有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
善于观察环境，行事谨慎，灵活机智，应
变能力强，并巧妙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
关系开展工作，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
叛徒的跟踪。1933年，她与刘鼎的二妹一
起同回二妹的住所，路上与一个叛徒迎
面相逢。由于避开来不及，吴先清只得若
无所知地与之搭讪。这个叛徒急于想知
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
的住址。分手之后，吴先清立即买好船
票，送刘鼎二妹回四川老家，自己也从陈
宣昭的家中搬了出来。

1933年，经中央批准，吴先清调到共
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组长。为了
不影响工作，她又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
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

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两
年，是吴先清间谍生涯的顶峰。此时的吴
先清已经是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有
胆有识的谍报人员。上海作为白区的大
本营，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吴先清
凭着超人的胆魄、出色的交际能力，周旋
于国民党高官要员之间。她每天打扮得
十分漂亮，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
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家中。国民党社会调
查处专员陈宝骅夫妇经常来她家做客，
找她聊天。连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
局长闵鸿恩也对她十分客气，出门碰面
还主动向她打招呼。吴先清深知，作为
一个优秀的红色特工，她必须像舞台上
的演员一样，扮演一个角色就要演得逼
真，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破绽。如果稍有
不慎，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她为
革命冒过无数次风险，见过许多大场
面，为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该轻浮时
要轻浮，该放荡不羁就要装成放荡不
羁。每当听到有人议论她是个“轻佻、放
荡不羁”的女人时，吴先清内心十分痛
苦，但她坚毅地忍受着各种误解，仍以
坚强意志，机智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
给的任务。（未完待续）

夫妻各战一方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全
省第二届诗路文化带景区讲解员大赛圆满
落幕。

继去年首届讲解员大赛，天台县选手付
相标斩获“金牌讲解员”之后，台州队今年再
创佳绩，徐卫飞获得“金牌讲解员”称号，许
冰、郑梦琪、叶心露获评“优秀讲解员”，其中
叶心露还获评“优秀红色场馆讲解员”。

据了解，本次大赛赛期跨度近一个月。台
州选手们经过市级选拔、省级初赛和复赛，一
路过关斩将，登上决赛大擂台，并凭借良好的
形象、扎实的讲解、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
应急能力，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

新声音

本届诗路文化带景区讲解员大赛决赛
当晚，开场时全省的选手们一起表演了情景
剧、旗袍走秀、朗诵等节目。这些精彩的节目
都是由临时抽签组建的团队表演，大家仅用
了3天时间，紧锣密鼓地创排并登台演出。

在“主题讲解”环节，选手们化身景区
“移动名片”，以生动的语言和饱满的热情，
从山水诗情到历史人文，向评委和观众们
推介家乡。

来自天台的讲解志愿者徐卫飞，讲述
了国清寺里的“鹅字碑”，由此带出东晋书
法家王羲之、大文学家孙绰等文人雅事。来
自临海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郑梦
琪，推介的是台州府城墙景区的“天坛”，伴
随场景移动，她讲解的内容渐渐深入，将农
民起义领袖方国珍、临海当地元宵节和中
秋节习俗等巧妙地串联起来。温岭的许冰、

椒江的叶心露各自带来家乡故事，一个娓
娓而谈渔家先民利用智慧建成颇具特色的
石塘石屋群，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另一
个追忆红色大陈岛前世今生，讲述垦荒精
神薪火相传。

最考验选手综合能力的是“诗中妙景”环
节。在50首涉及诗路带景区的诗词题库中，选
手随机抽取一首后，进行即兴讲解。比赛要求
准确解读诗词含义，并引申出文中对应景点
自然风光，讲解主旨还要紧扣诗路文化带景
区内容，体现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

在舞台上短短几分钟，台州几位选手
发挥稳定，都是因为赛前做了认真细致的
准备工作。

郑梦琪回忆，赛前，她阅读了李白、孟
浩然、苏轼等多位古代文人的诗词作品，梳
理出“浙东唐诗之路”等文化旅游路线上多
处经典景区，并一一创作了解说词。

郑梦琪讲解的是李白《越女词》中的绍
兴耶溪，还以上千首古诗为证，深情推介浙
东唐诗之路上的天台山，传递诗画浙江的
丰富底蕴，获得了评委好评。

“从没想过可以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和
队友排出一个情景剧，也没想到，大家能一
起讨论诗词歌赋到深夜……”叶心露在参
赛感悟中提到，这场高强度、高含金量的赛
事，见证了自己的快速成长。

新身份

从市级诗路文化带景区讲解员大赛金
奖得主，顺利晋级省赛，争得“金牌讲解员”
十强席位，80后天台选手徐卫飞，展示了
她的讲解才能。

其实走下赛场，讲解员只是徐卫飞其

中一个身份。
三年前，因热爱天台山传统文化，徐卫

飞扎根天台青少年研学市场，开发一系列
自然教育课程，带着孩子们深入乡间和村
落，体验国清的历史、济公的故事、徐霞客
曾经走过的古道、和合二圣的友谊，用喜欢
的方式去领略天台山文化。

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累积，徐卫飞时
常觉得遗憾，天台到处都有绝美景观，背后
的人文故事也是道不尽，但有些景色并不
为人注意，甚至一度成为“被遗忘的美好”。

“地方旅游要做出特色，文化植入是关
键”，徐卫飞回顾参赛过程，受益匪浅，“尤其
是融媒体时代，我们需要融合新的传播媒介
讲好台州故事。”这也正是她努力的方向。

今年5月份开始，她通过抖音、微信视
频号平台发布短视频，随时随地为网友讲
述天台山文化。

视频里，徐卫飞手持自拍杆，置身于天
台各大景区中，用清新的语言和独到的镜
头角度，传播家乡美景的文化意蕴。在国清
寺专题中，她细细叙述景区内殿堂房舍的
门道、名家书法等。天台主题动画电影《济
公之降龙降世》上映前期，她紧追热点，联
推多期济公典故……

视频制作过程中的踩点、脚本、拍摄和
剪辑，都由徐卫飞包揽。“创作本身就是一
个痛并快乐的过程。”徐卫飞说，比赛最大
的收获是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希望能
把天台山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新领悟

23岁的许冰，是台州队年龄最小的，却
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届讲解员省赛的选手。

许冰说，她的高中专业课老师、现温岭
市职业中专老师杨爱花是自己走上旅游专
业的引路人。在职高、大学期间，许冰积累了
丰富的讲解工作经历。她在温岭的长屿硐
天、石塘等景区担任讲解志愿者，并收获颇
多荣誉，在台州市导游大赛、浙江省高职院
校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赛等赛事中名列前茅。

27岁的叶心露参加工作 4年，有在临
海博物馆、椒江博物馆、戚继光纪念馆和台
州第一个党组织纪念馆担任讲解员的工作
经历，曾获得市博物馆讲解员队伍大练兵
二等奖，此次省赛她收获了“优秀讲解员”

“优秀红色场馆讲解员”两项称号。
比赛归来，对于讲解工作，几位姑娘也

多了几分思考。
90后郑梦琪与讲解工作结缘，源于一

场比赛。2018年，大学毕业的郑梦琪回台
州，报名参加了台州府城形象代言人选拔
赛，获得季军，加入临海市文化旅游集团，
开始接触景区讲解工作。

通过省赛，她与同行切磋学习收获良
多，尤其对“因人施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准备讲解词时，她尝试从观众的角
度审视自己的作品，发现“不带感情的讲解
是无法打动人的”。台州府城景区的讲解员
团队，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我们在解说时，要契合不同游客群体的需
求，而不是生搬硬套书本上的解说词”。

今年，许冰选择专升本继续深造，“通
过参加诗画浙江的比赛，我充分认识到，在
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深挖景区文化内涵，
讲解景区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深厚
底蕴，进而提升市民游客在参观游览时的
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们文旅从业者
努力的方向。”（本文配图均由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这一场省赛，
让她们对景区讲解有了新认识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摄
胡正武满头华发。这位 61岁的教授，

平日除了给学生上课，就是坐在台州学院
广文书院里，静静地研读古籍。

古籍，繁体字、无标点，语法与今天
的书面语亦有所不同，读起来难免有隔
阂。对胡正武而言，这种隔阂已然不存
在。他少年时，就酷爱读古书，往后去杭
州大学念中文系，回台州师专教授古汉
语，都延续着这种爱好。可以说，他与古
籍打了一辈子交道。

“读古书，仿佛与古人对话，能与这么
多‘有趣的灵魂’交谈，是一件幸福的事。”
胡正武说。

2012年，台州文献丛书古籍编辑部成
立，胡正武担任副主编。9年间，他挑了几

回“大梁”。例如，他领衔点校喻长霖的《民
国台州府志》和王棻的《台学统》，前者一
百四十卷，后者一百卷，都是当之无愧的

“大部头”。
2015年到2017年，胡正武点校齐召南

的《水道提纲》。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当
时，他的腰椎、颈椎兼痛，埋首故纸堆，难免
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这也是一段快乐的经
历，正因点校的契机，他才能与清代的台州
学者齐召南，进行一场深度的对话。

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天台
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地理学
家。他自幼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乡人
誉之为“神童”。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重
开博学鸿词科（科举考试制科的一种），齐
召南被举荐。三年后，他参加廷试，钦定二
等，在翰林院任庶吉士，后担任检讨。

仕途之初，齐召南参与修编《大清一
统志》《明鉴纲目》等。这过程中，他以深
厚的朴学修养，秉持无征不信的治学原
则，展现出超越侪辈的学术功底。乾隆六
年（1741），他撰写《外蕃书》完毕，凡边塞
以外，路程远近、山川状况、地名沿革原
委等，都详细完备。乾隆皇帝带着这本
书，北上拜谒祖陵，凡车马所经之处，查
核此书，无不准确，便称赞说：“齐召南之
博学，一至是乎！”

然而，乾隆十四年（1749），齐召南遭遇一
场几乎要命的事故。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下，伤
到了头颅。乾隆派御医（一位蒙古医生）抢救，
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半年后，齐召南以脑伤
未愈为由，坚决请求辞官，回籍养疴。获准后，
他回到浙江，专事讲学和著述，曾掌教绍兴蕺
山书院和杭州敷文书院十多年。

《水道提纲》是齐召南毕生经营之作，
前后编纂约三十年，直到他临终前才完稿。
该书共二十八卷，海为纲，支流为目，通过
纲举目张的方式，把各条河流进行了系统
的记录和说明，也将18世纪中叶我国辽阔
的疆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该书问世后，起初以抄本形式流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齐召南的学生戴殿

海、戴殿泗兄弟，为该书做了初刻本（简称
“戴本”）。乾隆朝上马编纂《四库全书》时，
齐召南之子齐式迁，将该书缮写本送往书
局，编入《四库全书》中（简称“四库本”）。
因而，《水道提纲》流传有“戴本”和“四库
本”两大版本系统。

为了让该书的点校工作尽善尽美，
胡正武跑遍了台州各地的图书馆、博物
馆，找到了几套珍贵的刻本。经过筛选，
他把依据“戴本”重刻的“霞城精舍藏板
本”作为底本，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水道提纲》作为校本，涵盖两大版本系
统。全书点校完毕后，他又获得上海古香
阁书局本《水道提纲》，就对本书校点稿
再进行校勘。

《水道提纲》是一本地理学著作，胡正
武是文科教授，在点校过程中，难免遇到有

点“隔行”的疑惑。“只能翻看相似的地理
书，并勤查字典词典和专门辞书，让点校尽
可能准确、严谨。”胡正武说。

点校同时也是深度阅读。两年间，胡正
武仿佛跟着齐召南一起，游历了清朝鼎盛
时期，中国的五湖四海、山川河流。

“《水道提纲》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提
供了不可替代、不可更改的历史资料，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价值会越来越凸
显。”胡正武说，譬如在国境线的划分、国际
谈判的重要场合，这本书应当出席，并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希望有识之士，可以推广、
利用这本书。”

通过点校，胡正武似乎也明白了，当年
齐召南重伤之后，执意辞官的心理：与其待
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不如急流勇退，专心治
学，为后世留下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走进台州文献⑤

胡正武：在典籍中，与古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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