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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
“
被俘

” “
被扣

”
问题

朱 峰

1941年 11月 ,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
皖南事变

”,七千多名新四军战士惨测屠

杀。在这次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究竟是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历来有不同意见。但近

年来
“
被扣

”
说似乎已经得到基本上的公认。然而,通过阅读一些材料,笔者却认为,叶挺

在皖南事变中还是被俘的。

(一 )

先从我方的资料来看 :

新四军军部保存的档案 《皖南事变要报 》中有有以下记载: 
“
十四日,军长率教导队四

个队及部分工作人员突围至大康王,当时大坑 (康 )王出口处,已为一○八师堵击,以火力

封锁我之出路。此时一○八师派人来与我谈判,黄诚、李子芳亦于此时至一○八 师 谈 判 被

扣。延至下午四时,敌人又开始向我总攻,因我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 , 致伤 亡

甚重。叶军长亦负伤被俘。 (注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同 )。 项、袁、月当即失踪。至

是才全部停止战斗,我皖南部队除有少数突围外,全部被敌歼灭。
”

①

周恩来于19妞 年 1月 19日 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 》一文中谈到叶挺的情况时

也说: 
“
而且在打伤了他的臂后,捉起来加以污辱,这更增加人们愤怒

”
②

“
陈毅在 《论皖

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 》一文中更多次提到
“
叶军长负重伤被擒。

”
毛泽东说叶挺

“
力竭负

伤,陷身囹圄。
”

③
“
被扣

”
论者所持

“
中央和南方局负责同志在公开场合对叶挺本人的逍

遇从未直接用过
‘
被俘

’
的提法

”
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曾经亲身经历皖南事变的一位青年回忆:叶挺看到自已的部下死伤殆尽,决定亲自劝说

对方停火 C。 在皖南事变的整个过程中,谢忠良都在叶挺的身边。后来他在追忆叶挺下山的

情景时说:东流山失守后,情况越来越严重。 “
有人向叶挺军长提出:还是隐蔽一下吧!叶

军长说:我不去,抗 日打鬼子难道还犯法?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这个王八旦算帐 去 。 要 隐

蔽,你们去吧!这时,项英、周子昆俏俏地离开叶军长,到深山密林里隐蔽起来了。平时沉

默寡言的叶军长,这时脸色显得比平常更严峻。他满面怒容,出 人意料地往山下走去。我们

也不敢过问。就这样,叶挺军长也下了山。叶军长下山以后,军部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
”

⑥这则史料基本上讲清了叶挺下山谈判的背景。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叶挺下山后是马上

被敌入捕去呢?还是被敌人诱骗到敌指挥所才失去自由的?如系前耆9则谓被俘 ; 如 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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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走被无理扣押。诂盾以下的资料 :

泰国华侨青年、曾任叶挺机要秘书的陈子谷于1980年 8月 15日 回忆: “
十三日夜,我军

分路突围。十四日下午,我与二支队宣传干部路垣同志,在一处乱山荒草之问被捕。大概也是
在这个时候,当 时任代书记政委的饶漱石,见大势已去,就指示叶军长下山与敌人谈判,希
望以此来挽救部分革命干部。但在叶军长和他的随从人员,还没有下山的时候,敌入的部队
就已经包围上来,并把他们俘虏了。当时来抢叶军长的有国民党的直系52师 ,有东北 军 1o8

师,还有川军144师。为了向蒋介石报功,他们之间几乎因此火并起来。
”C陈子谷以上叙述

虽然说是饶漱石指示叶挺下山去谈判,但该文却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叶挺来不及下山就被
敌人的搜山队俘虏了。

再看看国民党方面的材料 :

参加围攻皖南新四军的国民党52师事变后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上报材料中说: “
52师

15θ 团 第二营第四连十四日十六时搜剿鹿角山以西山冲中,将叶挺俘获。
”

⑦该文与新四军
档案资料记录的

“
下午四时

”
是一致的。皖南事变后,第三十二集团军给国民党所呈围击新四

军战斗的详细报告也称: 
“
本 (十 四 )日 申刻,我 52师在鹿角山擒获匪军军长叶挺及要员多

人。
”

⑧另外,顾祝同笫三战区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解放后写文章也是认为: 
“
曲

于顾祝同紧扣弹药不发,粮 食也不补给,新四军抗击近八倍于已的反动部队,时间达一周之

久,终因弹尽粮绝'叶挺军长和所部战余的儿千官兵落入 虎 口魔 掌 之 中 , 战 斗 才 告 结

束。
”

⑨

1962年 ,原因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荣在 《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 》-
文中,详细地介绍了叶挺被俘以及被转移的情况。文中说: “

约在十四日,叶挺将军及随员
七

^在

鹿角山西侧山坡下被俘。先至五十二师师部(三一三团临时归五十二师指挥)休息一夜 ,

然后转送总部。
”

⑩武之茱还记叙了以下内容:十 四日,上官云相指示:将 叶挺及随员速送本

部告知廉夫 (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 )沿途优予招待。十八日,叶挺及随员共八人被送至上官
云相总部,住在招待所,周 围有卫兵监视,表面上很客气,在院内听任自由活动 。 当 日下

午,上官云相与叶挺谈话半小时。第二天,上官云相派一个少校副官张某带特务营一个排长两

班真士,坐-辆卡车送叶挺一行前往上饶战区长官部。张副官事后还对武之棠说:途 申遇日

机轰炸,张与叶一同隐蔽于一棵树下,张还耽心叶挺会逃走。车到上饶长官部副官处院内,

马上将八人分别关押。从上述国民党方而n9材料看,叶挺是被俘的。        ∶

(二 )

持
“
被扣

”
意见的冂志认为:叶挺是根据中共屮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到阃民

党军队谈判时被扣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
被扣

”
论者为说明叶挺被扣,-般引用了六个回忆材料,大致可分为新四军和国民党

当事人两大类。然而,在引用材料时, “
被扣

”
论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偏颇 :

笫一,同一个人有几种说法,而取其一种,又没有讲出为什么,这令人费解。例如,与
叶挺同时被俘的叶钦和在 《回忆叶挺 》一文中,只 有一处提到叶挺是被扪的。但是,叶钦和

在趼ˉ
夺书的同一篇文章屮却说; 

“
皖南事变你是那样勇耿无畏,为伤员亲自倒茶端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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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旧忆起我随你破俘后对我说: 咱(↑l是受过党和新四军的多年敉育,耍临危不屈, 不 要

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言犹在耳,永无会期,能不悲痛。

”
⑩同文还讲: 

“
19⒋ 年 1月 中

旬,我们十多个人,跟随叶挺被一○八师搜山队捕后,随即押解到52师前方师部
”

。这与陈子

谷的回忆内容是相吻合的。叶钦和不仅在《回忆叶挺 》这本书中谈到叶挺被俘,还在《皖南事

变回忆录》中回忆: 
“
我强忍着悲痛,离开了任光同志 (著名音乐家, 《渔光曲》作者 )。

以后战斗安全失败了,我随军长和十余位同志下山被俘。
”

②所以, “
被扣

”
论者单方面引

用叶钦和的一个说法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第二,持 “
被扣

”
意见的同志引用了许多材料,但没有引用过叶挺本人的谈 话 。事实

上,叶挺在失去自由后, 自己也曾经亲口说过
“
被俘

”
。1941年 1月 14日 , 国 民党 52师

副师长对叶挺说: 
“
请叶军长下令,叫在山上的所有新四军官兵下山。

”
叫̂挺气愤地说: “

我已被俘,再不是新四军军长了,我无权下令叫他们下山。要我出卖他 们 , 我叶挺 办 不

到。∶F⑧新四军军部参谋叶超回忆: 
“
十四日,叶超与王守智和刘述辉 (作战科见习参谋 )

突闹出去了,他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后来听说叶挺军长就被俘了。
”

④

第三,所引材料不能说明问题。有同志撰文称: 
“
真相大白以后,中央以及一些负责同

志明确指出:是国民党方面
‘
强行扣留叶挺的

’”
⑩。其中一则关键的材料是,19狃年 8月 28

日,陈毅给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信中所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文 中叙述说: 
“
一月

七、八、九日.曾将国l飞 党军队击退。但到了十日以后,由于没有粮食,全军四 日未 沾水

米,已呈险状。叶军长当时致书国民党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 (由 于他俩幼年同学于保定军官

学校),责其违信背义,望其以抗敌为重,不宜自相残杀,应该让新四军继续通 行 。如允

许p则叶本人可亲往上官总部协议,以解纠纷。上官得信之后,即 回信同意,欢迎叶军长前

往面商。叶军长为了抗战大局,奋勇前往上官处。
”

引文至此,作者忽然用删节号将以下一

句话省掉,不知用意何在: “
冂行有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政治部秘书黄诚,并一

部官佐和卫队排。
”

陈毅信的末尾是: 
“
不料叶军长十三日到上官处,上官一面背约扣留叶

军长及其随从,一面令大军猛攻,遂于一月十四日夜,完全歼灭了被围的新四军部队。
”

⑩

在了解以上有关叶挺被俘的材料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指出,陈毅在这里叙析的事件发生

的过程不是很准确的。首先,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和政治部秘书黄诚是在叶挺等人下山之

前,单独赴敌谈判被扣留的,信 中却将二者合并一起。其次,叶挺军长一行下山谈判的时间

不是十三日,而是在十四日下午。最后,根据目前占有的材料来看,上官云相复信同意叶挺

前去谈判之事值得怀疑。囤民党反动当局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决心早定。战斗发生后,上官

云相曾转下蒋介石手令: “
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

”
⑦在军

事进展十分得手的情况下,上官云相是不会同意谈判灼。囚此,用陈毅给包瑞德的信件来证

明叶挺谈判被扣,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三 )

无论是被俘还是被扣'都涉及到叶挺去淡判的问题。正确分析与敌人谈判这个历史事

实,对进-步探求
“
被扣

”
论者的本意很有必要。        ∷

大家知道,自 从顼英和周子昆在十日晚私自离队后,觉中来即电令当时东南局副书诏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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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石负责新四军党的工作。叶挺十凹H下丨丨丨淡判,玉刂底山淮最先提出术,一般认为足饶漱石

提出来,并强劝叶挺服从党的命令。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1941年 5月 18日 ,华 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刘少奇作了正报告,饶漱石作

的副报告是这样说的:十三号,我们到了太康 (坑 )王的小岭里面,下午三点钟
“
敌人又向

我们进攻,牺牲了很多同志。我跑到山上,又找到了军长。那时我和军长都这样想,假如这

样搞下去,我们的干部一个也出不去,那 中央对于这件事和种种情形都不会知道。因此我就

同军长商量这个问题⋯⋯。我们商量提出几个条件去交涉。这条件是三个:一,要立即停止

进攻,让我们-条出路由皖南北渡;二 ,要释放一切我们被捕人员,交还枪支;三 ,一切问

题都到⋯⋯ (以 下的话记录人员未听清没有记下来——抄者注 )。 谈了以后,他 (指叶挺 )

说,你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出去,马上跟他 (指上官云相 )谈,结果告诉你。我说那好,你
出去, (我 )详详细细告诉中央了:那我就送他了,从 山上送到那个路口,走了十几分钟的

路,我们招了招手,所谓生死离别。
”

⑧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饶漱石本人是不承认谈判由

自已最先提出来的,讲述中有叶挺最先提出淡判的意思。

说叶挺首先提出谈判的材料还有:钱俊瑞于1941年 2月 20日 写的《皖南事变 记 》其 中有

一则小标题是: 《叶军长自动到一○八师去接洽 》⑩。谢忠良在 《皖南事变回 忆 录 》中也

讲是叶挺主动下山谈判的。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叶挺下山与敌人谈判是叶、饶二人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的

结果。至于谈判最先由谁提出来,只有叶挺和饶漱石两人才知道。由于叶挺关于谈判由谁提

出的史料至今尚未发现,因而饶漱石的副报告成为唯一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其实,争论谈判由叶挺还是饶漱石最先提出来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认定谈判是

由饶漱石首先提出的同志,似乎有这样一些用意:一方面可以推出叶挺谈判 时 被
“
无理扣

留
”,另 一方面对谈判本身也是一种否定。然而,笔者却认为,与 敌人谈判的主张无论由谁

提出来,都是无可厚非的。列宁曾经说过: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亡义理论

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④就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说,谈判不

失为一个正确的决策:笫一,从 我们方面看,谈判停战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叶挺是名

震中外的北伐名将,并且与上官云相是同学;一○八师在抗 日战争期问,与新四军 合 作得

也不错,由叶挺出面谈判,有可能促成停战。这刈于挽救已奋战八昼夜、缺粮少水、弹尽援

绝的新四军战士是当务之急。第二,相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是执行中共中央 的指 示 。

1941年 1月 12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叶挺、饶漱石: 
“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 许 可

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该注

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 “

重庆方面,还在交涉,但 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
”

④

第三,不能因为谈判没有成为事实,就否定谈判本身。在革命斗争的危急关头,只要有一线

希望,都该努力争取。叶挺下山企图与目民党罕队谈归l,这 是伟大的壮举,表现了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大无畏的精神。

总而言之,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到国民党军队司令部谈判时被扣留是不准确的。事实真

相应该是:叶挺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倒下去,为 了挽救危局,主动下山与国民党

一○八谈判停战问题。怛还没有来得及下山,就被敌人的搜山队俘虏 了。对历史人物,无论

伟大p还是渺小,研究者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去分析。叶挺是我们崇敬的烈



士,他在皖南事变 中被俘这一苇实,丝亳也不影响他的光辉形象。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样
:

“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皂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 由那些无疑是 活

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 的。
”

②饶漱石在建国后犯有重大错误,但叶挺下山谈判的事,并不

一定是他首先提出的。

注释 :

① 《中共觉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国防大学编,第 5逆 0页。

②⑦⑩④皖南孪变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第 324、 272、 162、 ls6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9页 。

④转弓!自 冯文纲 《叶挺被俘萁相》,载 《今昔谈》1981年 3丿叨。

⑤② 《皖南芋变回忆录》, L海、安徽丿、民出版社,第 58、 2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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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记》主旨一解

大 明

宋仁宗呋历五年 (10座 5),欧叫修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而事简,欧阳修亦为政宽简而不扰,故民
便之 (参 《宋史 》本传 )。 欧阳修有《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二文述其丰。二文乃姊妹篇,后一篇尤
为世人传诵。入谓《醉翁亭记 》主旨,或曰表现了士大大娱情山水、悠闲自适的情调,或曰表达了被贬官
后寄怙山水的特殊心理。今案此皆似是而非也。请解之曰: 《醉翁亭记 》j芏 山林佳景之乐、滁人出游之乐、

众宾酣宴之乐、禽乌归栖之乐,叉云:然而禽乌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 而乐 ,不知
太守之乐△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
何为

“
太守之乐其乐岜

” ?此 〃
乐其乐

”
乃与

民同乐、又臼得其乐之意,此 《醉翁亭记 》主旨之所在。 《j盂子 ·梁惠王下 》有云:乐 民之乐者,民亦乐
其乐;忧 民之忧者,民亦扰其忧。乐l\天下,忧 r丨 天下,然而不工群,未之动∷岜。

”
《醉翁亭记 》

“
乐夂

乐
”
一语,正从《孟子 》而来。其语主受有异 (《 孟子 》言君王乐民之乐,则百姓亦以其乐为乐; 《醉翁

亭记 》言太守以民之乐为乐),但旨意是一致的。欧阳公言滁人随其出沂而乐,太守故以民之乐为乐:太
守醉,亦能与民同乐,所以也自得其乐了。或谓

“
乐其乐

”
仅言

“
自乐其乐

”
,则不可解何以为醉 “能同

其乐
”
之志。在《丰乐亭记 》中'欧阳修言宋兴近百午来休养生息,而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卉与 干 浒

也。⋯⋯夫宣上恩德?以 勹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
,这就将此-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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