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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郝鹏举闻言，顿觉心惊肉

跳，装出一副可怜相，假惺惺地痛

哭流涕，并要求率部配合华东野战

军发动莱芜战役。为了继续争取郝

鹏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陈毅经

请示党中央，还是给了郝鹏举立功

悔罪的机会。
1947 年 1 月， 朱克靖和郝鹏

举一起离开临沂，返回民主联军驻

地。 临行前，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

谈， 他一方面担心朱克靖深入虎

穴，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

对郝鹏举部“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

取一分钟”， 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

运动到莱芜集中。朱克靖深知此行

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地对陈毅表

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克

服任何艰难险阻，完成改造民主联

军的任务。
但是，郝鹏举回去后，加快了

叛变的步伐。 1 月 22 日晚，郝鹏举

布下圈套，以研究如何配合莱芜战

役问题为由， 派人请朱克靖出席

“军事会议”。朱克靖虽已预感到有

某种异常，但从大局考虑，仍带着

几名警卫员毅然赴会。他刚一踏进

郝鹏举的院子，就被一群荷枪实弹

的匪徒包围， 朱克靖及秘书王宜

生、总务科长刘永春等人被扣押。
朱克靖被捕后，连夜被郝送往

海州（今连云港市），作为他投蒋的

见面礼。 随后，郝鹏举率部向国民

党统治区移动。山东军区广大指挥

员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于 2 月 6
日发起讨郝战斗，在苏北白塔埠包

围了叛军， 全歼该部所辖的 2 个

师，并活捉郝鹏举。
朱克靖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

徐州、苏州，后被敌人移送到南京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 19 号

看守所。 国民党为了谎报“战绩”，
竟在报纸上制造谣言，编造出朱克

靖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为了进一步

使朱克靖“登报悔悟”，国民党保密

局的几个反动军官， 以所谓 “同

学”、“熟人”的关系前来劝降，均被

朱克靖严词拒绝，时过半年，敌人

仍一无所获。
朱克靖的妻子肖仲之从国民

党的报纸上得知丈夫被关押南京，
心急如焚，领着儿子文泉，千里迢

迢从湖南赶去探监。 无奈墙高院

深，无法见到，只得央求醴陵籍的

国民党军界人士帮忙。当时，刘斐、
李明濒（分别为原国民党国防部次

长、重庆卫戍司令，后来均成为起

义将领）正闲居南京，他们劝肖仲

之母子说：“你们现在去看，真是太

危险了，很有可能把你们也一起押

起来，作为劝降的人质。”肖仲之只

得忍悲含痛携子回乡。 从此，他们

再也没能与自己的亲人见面。
朱克靖入狱后，国民党军政要

员贺衷寒利用同乡、同学、大革命

时期的朋友关系，到监狱看望朱克

靖，劝他改弦易辙，为国民党工作。
朱克靖不为所动， 说：“敌人叫我

死，叫我回家种地则可，让我骂共

产党， 为国民党宣传， 是痴心妄

想！”他还在狱中写诗填词，抒发革

命者的情怀。 可惜的是，这些战斗

诗篇大多失散了，仅保留下来的一

首这样写道：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字里行间，显示了对党的一片

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特务感

到黔驴技穷， 只得使出卑劣的手

段，将朱克靖在南京郊外用绳索秘

密勒杀，然后毁尸灭证。牺牲时，朱

克靖年仅 52 岁。

1992 年春天， 邓小平再一次

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 3 月 26
日，《深圳特区报》 发表了该报副

总 编 辑 陈 锡 添 采 写 的 长 篇 报 道

《东 方 风 来 满 眼 春———邓 小 平 同

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
10 多年过去后， 陈锡添坦言

这篇文章有一个 “最遗憾” 的地

方， 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

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

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

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

临上版之前，陈锡添考虑再三后把

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他回忆说：“另外，
小平同志还 说‘年纪大了 ．要自 觉

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 像我这样

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

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

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

都没敢写。 ”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

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

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开放。 ”
（转摘自《世纪桥》2011.2）

“南方谈话”未见报端的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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