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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山先生及其捐赠文献简述 

吴 密 

10 月 27 日，原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前身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老战士石云山先生向我馆捐赠了一批革命文献。古籍馆陈红彦主任、孙俊、吴密

一行拜访了石先生，并向其颁发了捐赠证书。 

  一、石云山先生生平 

    石云山 1928 年 3 月生于上海市。1946 年至 1947 年，任上海民治新闻专科

学校学生会联络员、上海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西区总务委员和上海“抗暴联”学

生代表，曾参加“反饥饿、反迫

害、反腐败、反内战”学生爱国

运动。1948 年 5 月，参加上海交

通大学的“五四萤火”晚会后，

从陆路经绍兴、余姚梁弄抵达浙

东纵队，经过教导团的短暂学习

后，由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得欢两位领导亲自谈话，并被分配到金萧支队，

任蒋明达支队长的秘书兼支队短训班指导员，同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5 月，浙江解放，先后任浙江省建德、金华地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

浙江省委（杭州）组织部干事，浙江省工业厅人教处干事，杭州水利发电学校教

导处主任等职。 

建国后，石老长期奋战在我国电子工业、水利、电力和教育各条战线。离

休之后，热心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曾担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常务副

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团长等职。石老的书柜至今摆满了国家电网总公

司、北京/浙江新四军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 20 集团军等领导部门授予的“优

秀共产党员”“老有所为十大标兵”“前锋标兵”“提供史料贡献突出”等各种荣

誉证书和奖章。今年 6 月，石老托女婿郭米克先生与我馆取得联系，并向我馆捐

赠其精心珍藏的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相关的革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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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珍贵的浙东地下党绝密函 

捐赠文献中有两张浙东地下党绝密函，为当年革命斗争的实物，尤为珍贵。

1945 年 9 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时，留下一部电台却无法使用，只能“打

埋伏”深藏。因浙东纵队活动范围覆盖大半个浙江省，相互联系、发布信息、传

递情报极为不便，常常影响战机。当时只能靠交通员人工传递，多数采用在薄如

蝉翼的桑皮纸上书写绿豆大小的蝇头小字，然后卷成粗火柴梗大小纸卷，游击根

据地内通称其为“条子”。 

石老捐赠“条子”中有一张长 11 厘米，宽 10 厘米，竟书写了 1148 个字。

因系 60 多年前的实物，日显风化，已经难以辨认。经时任支队政治处主任的杨

光解读，这是“1947 年 10 月 14 日，兴祥（当时的纵队司令员马青的化名）给

竹青（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的化名）的绝密函”。这份密函为一份指示，内容

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严肃指出一些

领导思想混乱、举措不当的问题，要

求做出检讨并重新部署工作。“条子”

中还按照地下工作的化名或代码要

经常变更的纪律，由纵队司令员通知

支队长：“以后我改为‘高涨’，你改

为‘光明’。前名不生效”。 

据石老回忆，化名或代码，只

准用两次，最多三次，就要变更。采

用小纸卷通讯的方式，可以缝在衣服内或塞在女交通员的头发卷、发夹内，直接

传送或分（联络）站分段传递。紧急绝密件则采用武装传递加口头直接汇报。每

次传递来回得十天半月。也发生过交通员途中被捕、惨遭杀害的情况。这张文献

实物能够保存到今天，相当不易。 

三、几件见证浙东解放的文献史料 

石老所在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成立于 1948 年 9 月 15 日，支队

长蒋明达，政委张凡，下辖 7 个大队。三大战役胜利后，浙东地区的斗争形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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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49 年 1 月 25 日，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各部队在新昌

回山会师，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宣布组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金萧

支队为其下辖主力部队。捐赠品中有数件与浙东解放相关的稀见文献史料：  

1、为迎接胜利告浙东各界人士书  

油印。1949 年 4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浙东行政公署

（浙江人民政府）、浙东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治部颁发。公告指出共产党已经

决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号召浙东各界人士加紧最后努力，接受

全浙东一切反动政权，按照民主原则改编浙东一切反动军队；阐述了我党保护城

市人民和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一切公共建筑，维护城市秩序，接受各级

国民党机关的城市政策，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发展生产、繁荣

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此外，还阐述了改善农民生活与土地

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反动的党政军特组织人员的处理问题等项政策。 

2、浙东行政公署、浙东人民政府、浙东纵队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

令部布告 

蓝色油印。纵队司令员马青、政治委员张瑞昌联署，1949 年 4 月 26 日金

萧整军整风委员会翻印。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浙东行政

公署、浙东人民政府、浙东纵队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针对国民党党政

军特人员颁布了 8 条立功自赎条例，“以便于浙东全境的和平解放”。 

3、在南北会师干部会上的报告 

黑色油印。正面为时任金萧支队支队长、浙江建德地委书记蒋明达所作的

《坚定革命思想，向大军看齐！——蒋支队长五月三十日在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背面印有《保持以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作风——崔政委在五月三十日在干部会

议上的报告》。文末注明这两篇报告为会议记录，印发时均未经报告人过目，为

“对内教育材料”。这两份报告发生在金萧支队与渡江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

部队会师之后。 

4、中共浙东临委发布 55 条口号通知 

油印。上有钢笔书写的“本件已分发各部队”字样。中共浙东临委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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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5 日发布。通知中说：“各地同志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

全体工作同志，逐条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应将这些口号向浙东广大城乡人民，

向国民党反动派之党、军、政人员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务使他们完全了解。这样

造成万众一心，拥护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实现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解放全浙

东，解放全中国。”当时，国共和平谈判即将破裂，正处于渡江战役前夕，中共

浙东临委根据战争形势发布了 55 条口号，如“拥护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

国！”“实现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解放全中国！”“拥护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

浙东！” 

5、临委直属总支第三次会议记录 

蓝色油印。1949 年 4 月 1 日，浙东临委直属总支第三次会议记录，包括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三个月的工作计划两部分内容。 

石老捐赠文献中还有中共中央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

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路西县政府作为“城市政策学习材料”翻印的华东野战

军某部《入城前颁政治命令》，1948 年手抄华中地区游击战争经验学习资料《河

南地区半年来游击战争的初步总结》，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局 1949 年颁发给

石老的持枪证，都是石老参加浙东纵队时期保留下来的革命资料。 

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为浙东革命根据地主力部队，长期扎根于国统区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配合渡江南下大军解放浙东的战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石云山先生捐赠的文献见证

了浙东解放的光辉历史，它们的入藏对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特藏而言也是一个重

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