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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5 日，抗美
援朝纪念馆新馆开馆不久，
便 收 到 了 一 件 稀 奇 的 文 物
——一张美军飞行员的通行
证 （投降书）。这件物品的捐
赠者名为莫若健，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 50 军 149 师政治
部敌工组原副组长。近日，
年事已高的莫若健老人向本
报记者讲述了这件文物的来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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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是鲁西北
红色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在
村南主街道有一处冀南银行旧址，成为
一道红色旅游亮丽的风景线。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
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银
行之一。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
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一间农家四合院
挂牌成立。

这里至今仍然流传着很多关于冀南
银行的故事……

金融市场站稳脚跟

1941农历11月，经八路军总部和
129师总部批准：冀南区党委书记、冀

南行政公署主任、冀南
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带
领冀南党政军部分后方
机关陆续转移至杨庄
村，冀南银行也随同一
起转移至杨庄。

宋任穷和夫人钟月
林住在村民夏少增家
中，冀南银行设在抗日
堡垒户、地下党员夏炳
银家中。“行无固址随
军游，工无桌椅在炕
头；有事即办无日夜，
钱账随身安无忧”。这
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
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
现了抗战岁月的冀南银
行(也称“马背银行”)
的真实工作场景。在杨
庄，宋任穷高度重视财
政经济工作，把它作为
抗日根据地生存、巩固

和发展的关键。因此，宋任穷提出：要
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发行冀南
票和鲁西票。

在冀南票发行初期，市面上法币、
山西币、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
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对
此，冀南区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宋
任穷担任主任，并以冀南行政公署名义
颁布《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的通令》。

宋任穷指挥了整个冀南区货币整顿
活动，让冀南币占领市场，沉重打击了
伪钞。肃清了土杂钞，在整个冀南区逐
步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历
经艰苦斗争，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
大，币值增高，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

自制纸张印刷钞票

在杨庄期间，冀南银行印刷发行统
一货币冀南票和鲁西票，最缺的就是坚
固耐磨的纸张。怎么办？宋任穷发动群
众想办法，并找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
和群众做调查。

村支书夏炳银献计说：“有一次我
外出打拳卖艺，正好碰见一个茶叶店老
板用一种皮纸包装茶叶，我就问他这种
皮纸是用啥原材料制成的，他随口说是
用老树皮做的原料。我们何不到附近采
集老树皮用它造纸币呢？”

当时，杨庄村外是一片树林，树林
中有松树、柏树、杨树等各种树木，大
的一搂多粗，树龄至少在百年以上。后
来的事实表明用它造纸、印刷冀南币再
好不过了。

发动群众试制油墨

宋任穷还就缺少油墨多次召开民
主会，群策群力想办法，并找了十几
位老人座谈。其中一位教书的夏老师
说，可以用土方造油墨，就是将松膏
烧制成烟油，在调上熟桐油就可以
了。于是，宋任穷就带领银行员工和
一些干部战士，到杨庄树林中砍松
木，取松膏，试制油墨，反复几十
次，终于试制成功。

由于在杨庄统一了货币，宋任穷在
对敌伪贸易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搞活
了金融市场，不断积蓄和壮大了抗战力
量。截止1943年年初，冀南军区部队
由最初东进时的5个连，发展到拥有7
个旅6万多人的正规部队，还有6个军
分区、各个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组
织，总人数不下十几万之众。

收集铜币制造子弹

部队人数多了，装备简陋又严重不
足。针对这种情况，宋任穷多次在杨庄
召开冀南区党委会议，同司令员陈再
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王蕴瑞、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领导研究，决定用
冀南票（纸币）兑换群众手中的铜钱。

由于宣传工作到位，广大群众为了
支援抗战，踊跃捐献和到银行兑换家中
的铜钱。仅短短两个月时间，冀南银行
就从群众手中兑换了大量铜钱，20多
个大瓷缸都装得满满的。平时埋在地
下，随用随取。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副
厂长杨其延和兵工技师盖亮，用兑换的
铜钱翻新和制造了20多万发子弹，装
备了部队，大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发放农贷促进生产

冀南银行由于生产车间少，冀南币
产量不高，为了扩大发行冀南票和鲁西
票，宋任穷就在朝北一带开办了北王奉
等多处印刷所，使冀南币逐步在太行、
太岳和冀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
历11月至1944年，共有200个县市、
4000万人口使用冀南票。

随着抗战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
展，冀南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显。
1943年初，冀南银行开始向朝北一带
广大群众发放低息春耕贷款，解决农民
生产中的困难，如动员群众用春耕贷款
买牲口，组织边沿地区的骡马大会，引
进敌占区的牲口以解决畜力缺乏的困
难。同年7月，宋任穷在杨庄组织了冀
南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在大生
产运动中开展信贷工作，以帮助生产为
重点，辅助刺激农业发展。由朝北、莘
朝县政府贷款所购置的大小农具不下一
万多种。

信贷工作在对敌贸易斗争、生产、
救灾物资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减轻
了人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减少了
财政开支，稳定了物价，保持了货币币
值的相对稳定。

［牛贵葆系莘县融媒体中心高级编
辑，闫洪涛系莘县大王寨镇党委书记，
马章文系莘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地方
史志研究中心）主任］

宋任穷与杨庄冀南银行
牛贵葆 闫洪涛 马章文

“通行证”的来历是个谜

莫若健现居四川成都，他少年时师
从语言大师吕叔湘，习得一口流利的英
语。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战地英语
翻译。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50军的官兵们随大部队跨过鸭
绿江，加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到朝鲜
后，20岁的莫若健被分配在对敌工作
组，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和审讯战俘等
工作。

在朝鲜的每一刻，都令莫若健难
忘。在敌强我弱的重重包围中，志愿军
用力透山河的精神，突破艰难险阻，书
写了波澜壮阔的史诗。1951年7月12
日，一架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例行俯冲
扫射时被击中，飞行员跳伞，但降落伞
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着陆了，这位飞行
员也由于触地太猛而伤重身亡。莫若健
到现场例行检查时，发现飞行员的衬衣
口袋里有一张卡片，已经沾上了血迹。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大约32开纸
大小、对折起来的卡片打开，发现上面
赫然印着“通行证”三个汉字。除了汉
语外，还有英、朝两种语言的译文，在
底部还有落款：“朝鲜人民军、中国人
民志愿部队”。

这张“通行证”，我方人员还是第一
次见，它是什么来历？为何这位飞行员会
置于贴身的口袋里？这引起了莫若健和
同事们的好奇和猜测。一番论证后，他们

肯定，这张“通行证”并非中方印发。

美军士气低落的铁证

原来，为了瓦解敌军军心，志愿军
司令部印发了《投降安全证》，其上印
制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由敌
工部门选拔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
炮弹射向敌人阵地。凡是持有此证的，
投降均可受到优待。

莫若健回忆说，每次走进战俘群时，
不少战俘们都会将中方印发的《投降安
全证》举过头顶，央求得到善待。因为他
们虽然看到《投降安全证》上书写着善待
俘虏，但同时也听到一种传闻：志愿军会
残杀战俘，有“割鼻子、挖眼”等行为，这
令莫若健哭笑不得。反复解释说明志愿
军的政策、平复战俘的情绪，是他的工
作内容之一。

不过，这名美军飞行员所持的“通
行证”与我方印发的《投降安全证》有
很多不同。其一，卡片内容是投降政
策、卡片名称却非《投降安全证》，而
是《通行证》；其二，将“志愿军”写
成了“志愿部队”；其三，没有“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

况且，当时美国空军驻地与陆军驻
地相距很远，也远离我军投放点，不大
可能收到《投降安全证》。在和军史专
家们交流后，大家综合判断，这或许是
美军私下买到的仿制品。

“如果是一支士气高昂的部队，谁
会去绞尽脑汁获取投降书，还视若珍
宝，随身携带？这足以说明，尽管美军
当时拥有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军心涣
散、士气低落，官兵们对胜利没抱多大
希望，这张“通行证”就是一个铁
证。”莫若健说。

将精神密码传下去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总理指
示，经过朝鲜战争考验的200多名英语
干部全部调往外交部，这批人员集中在
北京通州附近培训。但也有首长考虑
到，如果把英语干部全部调走，万一战
事再起，就不好办了。于是，包括莫若
健在内的一部分人留下来，被送回朝鲜
的志愿军学校学指挥，一直到1958年
才回到国内。

回国后，莫若健转业到成都大学从
事英语教学工作。他发现，原先在成都
的一些外国人身上那种趾高气扬、不可
一世的模样也不见了。“抗美援朝精神
举世震撼，也让世界真正认识了中
国。”莫若健为能亲历那场伟大战争而
深深自豪。

将这份“通行证”捐赠给国家，是
莫若健老人一直的心愿。多年前，他曾
专程来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却正值修缮
闭馆。2020年正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纪
念馆新馆也落成了，年事已高的莫若健
委托战友的后人前往捐赠。他说，
1950 年志愿军自丹东入朝走向战场，
现在每位前来经纪念馆参观的观众都能
在这座英雄的城市接受到最生动的教
育。

近些年，社会上形成了尊崇英雄英
烈的浓厚氛围，莫若健和老战友们也常
被许多学校和单位邀请，去讲抗美援朝
的故事。在莫若健看来，讲这些“老故
事”，并非宣传标榜哪位军人的丰功伟
绩，而是想将一代人用牺牲换来的宝贵
精神密码传递下去，让年轻人明白，无
论时代如何发展，都需要砥砺不畏强
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美军飞行员的“通行证”
本报记者 司晋丽

厦门鼓浪屿鼓新路 67号，是
一座名为林公馆的欧式别墅，也被
称为“宫保第”。南洋风格的建筑
和门前树立的石碑，显示这里曾有
过不同寻常的故事。这里是林祖密
的故居，主人是著名的台湾雾峰林
家后人。雾峰林家，其祖籍在福建
省漳州平和，后渡海赴台，曾与鹿
港辜家、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高
雄陈家并称为“台湾五大家族”。

雾峰林家满门忠烈的悲壮故事
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假如说
一个家族能出一个民族英雄已经是
件了不起的事情，而雾峰林家却出
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马英九
先生曾为雾峰林家题词:“三代民
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

林祖密的祖父林文察为清代著
名台籍将领，清廷曾封林文察为
太子少保，因此林文察所住过的
宅地被称为“宫保第”。清咸丰四
年 （公元 1854 年），林文察率领
部队屡建战功，受清廷重用，从
而获得福建省(当时含台湾地区)的
樟脑专卖权。这使得林家财富快
速累积，一跃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
的家族之一。

林祖密的父亲林朝栋是林文察
的长子。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
进犯台湾基隆。奉台湾巡抚刘铭传
之命，身为兵部郎中的林朝栋带兵
从雾峰北上抗敌，一战成名。因抗
击侵台法军、开拓台湾有功，享有

“只知有国，不知有家”之誉。
1877 年，林祖密出生。原本

以为平顺丰足的一生因中日甲午战
争而改变。1895 年 4 月，清廷被
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
台湾。其后，雾峰林家的后人林朝
栋、林祖密等丹心不改，同日本侵
略者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苦卓
绝的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占
领中国台湾，父亲林朝栋率领民众
和将士抵抗日军，终因寡不敌众，
忧愤回到大陆，在厦门鼓浪屿内厝
澳修建了林家别墅“宫保第”。不
久，林祖密奉父亲之命回台湾管理

家产。在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的行径
后，他愤恨至极，遂生脱籍念头。

1904年，父亲林朝栋病逝，临
终时，林朝栋叮嘱子孙说：“我唯一
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你们能够从日本
人手里收复这汉土之邦。”林朝栋死
后，林祖密继续从事抗日斗争。林祖
密趁奔丧之机，举家迁回鼓浪屿。

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
王朝。林祖密闻讯立即向日本驻
厦门领事馆申请退出日本籍，并
申请恢复中国国籍。雾峰林家作
为日本极力拉拢的名门望族，日本
屡以高官厚禄相诱，但均遭其拒
绝。恼羞成怒的日本总督没收了雾
峰林家在台湾的山林两万多公顷，
家族在台湾的 500 多处樟脑作坊、
糖铺也悉数荒废。林家所剩财产不
及原先 1/10。回归祖国的代价是巨
大的，林祖密却说：“大汉之民，何
能因财富而受辱于倭奴也！”

1913 年，林祖密获得中国国
籍，归籍证号码为许字第一号，证
书上写着：“内务总长为许可事兹
据，日本台籍人林季商依‘中华民
国’国籍法及施行规则呈请复籍，
核与本法及施行规则相符，合行许
可，发给执照为凭。”

后来，林祖密穿梭往返于漳州、
厦门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及地方实业
建设。孙中山先生听说林祖密有志于
革命，且在闽台颇有声望，遂派人向
他讲述革命救国大义，希望他支持国
民革命。林祖密随即加入中华革命
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在袁世凯窃国
称帝时，林祖密还曾捐银十万两作军
饷，并召集漳、泉有志之士积极倒
袁、继续革命，直至后来被地方军阀
杀害，年仅48岁。

台湾义士丘念台(丘逢甲之子)曾
撰文赞扬道：“革命不难，舍富贵而
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
国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
难。台湾林祖密者，乃能此尤难者
也。”如今，林家后人开枝散叶在世
界各地，“宫保第”已无林氏族人居
住，但这里仍是牵系林氏家族以及两
岸情缘的纽带。

鼓浪屿“宫保第”背后的故事
——台湾雾峰林家祖孙三代一门忠烈的故事

本报记者 照宁

清乾隆御铭端石修褉图砚呈长
方形，由端石制成，砚面及侧面镌
刻兰亭雅集图景，极具文人品位，
砚背浅雕柳塘群鸭图景。

此砚内侧镌刻乾隆帝御题砚
铭，曰：“宋时端溪已艰致，刻
绘兰亭更韵事，山庄获一已为
珍，侵寻逮此凡有四，物聚所好

好因文，玩役耳目究增愧，依然墨
池坐右军，恧此儒毫以作字。”句
后署“乾隆壬寅仲春御题”，并钤
两枚闲章。“壬寅”即乾隆四十七
年 （1782年）。

据了解，此砚随形配紫檀木盒，
盒面嵌白玉透雕龙穿花纹饰件，为乾
隆时期明显装饰特点。

清乾隆御铭端石修褉图砚

御铭端石修褉图砚（局部），清乾隆，长25.9厘米，宽16.4厘米，高8.4厘米。

冀南银行五百元券

莫若健莫若健

抗美援朝纪念馆馆藏美军飞行员抗美援朝纪念馆馆藏美军飞行员““通行证通行证””，，莫若健捐赠莫若健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