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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 8 年 4 月 2 9 日
,

南军

街 头哄哄杂杂
,

一 堆堆的 人群

围集在 一 些打 开着 的 收 音机

旁
,

等候着副总统选举的 消息

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副总统 当选

者的揭晓
,

还 不如说是在观看

一 场闹剧的收场
。

副总统人选的出台

1 9 4 6 年 1 1 月 1 5 日
,

蒋介

石 国民党悍 然撕毁政协协议
,

拉拢青年 党
、

民社 党召 开所谓
“

国 民大会
” ,

通过 了被嗤 之以

弄 的 《 中 华 民 国 宪 法 》
,

并 于

1 94 7 年元旦 公布施行
。

12 月

25 日
,

国民党政府 颂布命 令
,

宣布 2 5 日起
“

行宪
” ,

1 9」
:

8 年 3

月 2 9 日举行
“

行宪国大
” ,

选举

正副总统
。

副总统 竞选的闹剧

由 J匕而 生
。

桂 系首 领
、

时任北 平 行辕

主任的李宗仁最早决定
一

参加副

总统竞选
。

1 9 4 7 年秋
,

李宗仁

首先将竟选打算告诉 了时任国

防部长的 白崇禧
、

广西省 主席

黄旭 初 和 在清 华执 教 的甘介

侯
。

白
、

黄两人深恐 吃 不着羊肉

反 惹一 身擅
,

竭力劝说李取 消

竞选念头 李不 为所动
。

l() 月

12 日
,

他才白电才芡召政 治秘书 程

思远 到
; }乙平商 淡

,

并托程 带信

致蒋介石 告 诉有意竞
L

选 副 总

统
。

随后
,

李便在北平组 织竞选

办 事处
,

土海
、
卜

南京也建立 了竞

选机构
。

监 察院副院长黄绍姚

为竞 选 组 织 的 参谋 团 王 任
。

1 9 4 8 年 l 月 8 日
,

一位
、

美联社

记者在外 籍记 者招 待会上
,

从

李宗仁 那 里 获悉竟选之事后
,

消息纷扬
,

各报争相 刊登
。

3 月

11 日
,

李在北平 中南海对新闻

记 者正 式 发 表竟 选 谈话
。

22

日
,

他平竞选 困人 员到达上海
。

翌 日下午 五
`

时许乘专机抵达南

京明故 宫机场
〕

稍事休息
,

便接

见南京市各报记者表示
: “

我参

加竞选 剑 总统
,

其动机是想提

倡 民主政治 鼓
_

励人 民参政
。

我

虽是军 友 但 与文人亦能相 处
,

我虽是南 万人
,

但 与北 方人也

很合得来
”

此后留南京准备竞

选事宜

紧接丰军 仁之 后 宣布竟选

副 总统 的是 武汉 行 辕 主 任程

潜
。

1 9 4 8 年 1 月 咒 日 《大 公

报 》登载 消息透露
: “

程 潜竞选

消息已证 实
。 ’ ,

2 月 2 3 日
,

武汉

各界在德 明饭店举行拥 戴程潜

竞选 副总统 茶会
,

决定成立 助

选委员会
,

推袁雍
、

白如初任正

副 总十事
。

程潜虽为国 民党元

老
,

但与李宗仁相比
,

缺乏实力

作基不出
。

国 民党 中第三个决定参加

竞选 的是监察院院长于 右任
。

19 4 8 年 2 月中旬
,

首都西北 四

文化 团体联谊会成立 于右任竞

选 副 总统 办 事处
,

联谊会理事

长罗伟为主持人
。

但于 本人尚

在扰豫 中
,

他正式表态决定参

加竞选是在 3 月 23 日
。

于右任

在国 民党 内和 政 府 内资望 甚

高
,

但 已达 七 十 高龄
,

力 难从
`

心
。

另外两名竞选者一是徐傅

霖
,

1 94 8 年 4 月 1 1 日
,

由 民社

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推荐的
。

一

是莫德惠
,

东北 者宿
,

以
“

社会

贤达
”
身份参加竞选

。

他们两人

都是外国民党 员
,

影响不大
。

有

人分析 也许 是应邀 出 来作 陪

客
,

装满
“

民主
”

场面
。

徐傅 霖曾

对人说
: “
所 以 出 来竞选

,

无 非

是凑凑场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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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山哲嗣孙科最后一 个

加入竞选队伍
。

他当时 已任 国

民政府主 席
、

立 法院院长
,

原本

无意参加竞选
。

他认为
,

副总统

只是个吃 闲饭的 位置
,

而 按规

定
,

当选 副 总统 后 不 能兼立法

院院 长
,

所 以 不准备为争副总

统而丢掉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

一职
。

直至
“

行宪国大
”
临近开

幕之际
,

蒋介石 眼 见副 总统 一

职有落入李宗仁之手的 可 能
,

便怂 恿孙科竟选
。

1 9 4 8 年 3 月

中旬起
,

孙科竟选 消息 已 广为

流传
,

但他本人 一再表示
: “

我

没有决定参加竟选
,

也 没 有决

定放弃竞选
,

因 为在党对这个

问 题还没 有决定 办 法 以前
,

我

个人未便有什么 表示
。 ”
态度还

很暖昧
。

4 月 6 日国民党临时

中央全会二次会议 通过议 案
,

竞选 副 总 统 国民党 不提 候 选

人
,

党 员可在国大联署竞选
。

于

是
,

孙科决定竟选 的 态度 才明

朗化
。

孙补竞选的条件十 分有

利
。

他既沾孙 中山 后代之光
,

又

得蒋介石 鼎力支持
,

况且
,

孙科

与李宗仁 同祖 粤籍
,

可 以 争取

广东代表的支持而减少李宗仁

的选票
。

因此
,

孙科参加竞选对

李宗仁的成功威胁很大
。

鹿死谁手
,

必有一场好戏
。

选举风波

1 9 4 8 年 3 月 2 9 日
, “

行宪

国大
’ ,

如期开幕
。

副总统的人选

问题 成为争执的焦
.

查
、 。

预定 4

月 1 4 日的选举
,

由于争夺激烈

推至 2 3 日举行
。

选举前几 日
,

竞争活动非常热闹
。

各位候选

人倾其全力发动宣传攻势
。

国

大会 堂对 面
,

莫德惠的 油 画 像

高悬
,

并列在孙科
、

于右任两 巨

幅之 间 ;
孙科 的竟选标语涉 目

皆是
,

要求国大代表
“

请投孙科

一 票
” ; 于 右任竞选宣 传列车

,

出现街头
,

边行边唱 ;
李宗仁竞

。

2 6
。

选组 织 的黄绍珑等人深更半夜

到各大饭店敲国大代表居住的

房门
,

争取选票
。

进入选举过程

后
,

竟争更是激 烈
,

波浪起伏
,

险情频生
。

4 月 2 0 日
, “
行 宪国大

”
发

布公告
,

宣 布副 总统候选人名

单
,

以联署提 出代 表人数 多寡

为先后 排列
:

孙科
、

于右任
、

李
宗仁

、

程潜
、

莫德惠
、

徐傅霖
。

李

宗仁排列第三
。

23 日上午 9 时 35 分 第一

次选举
,

分 12 个 票区
,

戴季陶

为选举大会主席
。

午后 2 时开

票
,

李宗仁 得 7 54 票
,

孙 科 得

55 9 票
,

程潜得 5 22 票
,

于 右任

得 4 9 3 票
,

莫德惠得 2 18 票
,

徐

傅霖得 2 14 票
。

李宗仁独占鳌

头
,

但不足法定 当选票数
。

国大

代表总数为 3 0 4 5 友
,

按规定 当

选者必须超过 代表全额人数一

半 以上
,

即应 得 1 5 2 3 票 以上
。

因此
,

原定 24 日 “

行宪国大
”
闭

幕由 于 选举 无效 而 顺延
,

决定

以得票较多的前三 名作为第二

次选举的人选
。

24 日举行 第二次选举
。

蒋

介石 从初选结果看到孙科很难

击败李宗仁
。

恰在这时
,

南京

《救国 日报 》刊出孙科与
“
小妾

”

蓝妮的丑 闻
。

一时舆论沸沸扬

扬
,

对孙科竞选 非常 不利
。

于

是
,

蒋介石 另生 一计
,

试图推程

压李
。

原来
,

程潜曾与李宗仁竟

选组 织参谋 团主任黄绍辘有过
“
君 子协定

” ,

相互 约定无论程
、

李谁在初选 中得票较少
,

都要

以 所拥 有的 票支持 得 票较 多

的
。

蒋介石拆盟之计甚为毒辣
,

但选 举 结果 却 出如意 葬 盘之

外
。

第二次选举开票时
,

气氛十

分紧张
。

12 个票区依次唱 票
,

在第六 票 区前
,

李宗仁始终遥

遥领先
。

第六票 区唱完
,

李宗仁

为 5 8 4 票
,

不J
、

科为 5 6 0 票
,

相 差

仅 24 票
,

开 完第八 票区
,

孙科

袄居首位
,

得 7 13 票
,

李宗仁落

居 第二
,

得 6 81 票
,

后 面 几个票

区李的选票剧增
。

结果
,

李宗仁

以 1 1 6 3 票占上风
,

孙科得 9 4 5

票
,

程潜得 6 16 票
。

由 于仍无人

达到法定的 当选票数
,

所以必

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

第三次选举定于 25 日
。

当

天土午 9 时后
,

国大代 表陆续

来到选举会堂
,

门前 不 见李宗

仁
、

孙科 等候选人 等在那 里 和

代表们握手
。

多数代表没有签

到就进入会 场
,

三 三 两 两 地在

窃 窃私议
,

扶 序有点混乱
。

原

来
,

昨 日选举后 出现变更
,

风波

突起
。

蒋介 石 推 程压 李 一 计 不

成
,

便 出尔反尔
,

逼迫程潜退 出

竟选
,

将他的选票改投孙科
。

24

日晚八时
,

程潜在 中央饭店 宣

布
: “
本人 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

副 总统
。 ”
程的助选 团表示 支持

程 氏到底
,

如 程弃权
,

则所 得

60 0 余票 宁可 全部 牺牲 作废
。

与此 同时
,

各种攻击李宗仁的

谣言四起
。

李于 24 日晚在大悲

巷雍园一号白崇格公馆召开会

议
,

决 定
“
以 退 为 进

” ,

放 弃 竟

选
。

25 日晨
,

李在报上发表声

明称
:
由 于选举存在某种压力

,

国 大代表 不能 自由 投 票
,

声明

退 出竞选
。

孙科没 了竞选对手
,

也表示
“
为肃清外界谣言

,

消除

误会
” ,

决定不 再竟选 副 总统
。

这 突如其来的剧 变
,

便造 成 了

25 日选举会堂的混乱局 面
。

作

为 了结
,

大 会 通过 了一 个 由

35 2 人联 署 的 临 时 动 议
,

谓
:

“

本会连 日大会进行选举
,

代表

等精神疲倦
,

拟请休息一 日
,

明

日进行续选
,

国家大典
,

甚望能

从容郑重
。 ”
国大主席团 25 日晚

8 时开会
,

讨论李
、

孙
、

程放弃竞

选 问题
,

推胡适
、

于斌
、

曾宝荪
、

陈启天
、

孙亚夫等 5 人分访李
、

孙
、

程
,

劝说他们继续参加竟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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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决定 26 日再休会一天
。

3 位候 选人的变升
,

使选

举无法进 行下去
,

这 等于宣告
“

行宪国大
” 失败

。

这可急坏 了

蒋介石
。

他此咔于
’

25 日
J

下午召

开国民党中常委会
。

有人主张

在 3 位 候选人 之 外 另找 人提

名
,

重新签署
,

也有的提出找无

党无 派的人士 为副总统 候选

人
,

未被采纳
。

蒋介石在会上提

张张工出 3 点建议
,

决定派王宠惠
、

群育陈布雷
、

摧厉生
、
白崇禧

、

等旧 人做 李
、

孙
、

程 的

解释误会
” ,

取消放弃竞选

的决定
。

蒋介石还单独召见 白
.

幸禧
,

要 白利用他与李的关 系

说服 李
。 ,

经过说服
,

孙
、

程首先

表示
“
可 听大会决定 ” 但李索

仁仍无转意
。

一

报上甚至登载消

息说
,

李已定 2 7 日晨八时乘空

运天队飞机 离京返平
。

26 日晚
9 时

,

蒋介石 在官郁召 见李宗

仁谈话
。

盯 日
,

白崇禧代表李

宗仁宣布仍参加竞选
·

国大主

席开会决定 2 8 日举行第三 次

选举
。

3位候
.

选人又被重新拉 回

到选举席上
。

28 日选举结果
,

李 宗 仁 得 1, 1 5 6 票
,

孙 科 得
1 0 4 0 票

,

程潜得 51 5漂
。

与第

二次选举相比
,

李少丁 7 票
,

,

孙
多丁 95 票

,

两 人得 票差 数 由

21 8 票减至 1环 票
。

李虽领先
,

但 距 法定 当 选 票数 仍 差 3 67

票
。

按国民党制定的宪法规定
,

将得票较 多的前二名候选人一

决雌雄
,

即使一票之差
,

不足
、

法

定 当选票毅也可 以领先票数者

当选
。

’

29 甘是 决 定 性 的投 票
。

李
、

孙的助选人进行最后 一搏
。

此最后一幕助选战是落原拥护

程潜的湘郑代表的选票
。

双方

助选团从 28 日
·

下 午并展 紧张

的活动直至深夜
。

李
、

孙两人在

邓旧 晚分别妻请 原拥护程 潜

的
、

代表
。

时人戏称这叫
“
两广决

战争取两湖
” 。

最 后
,

李宗仁 以

1 4 38 票
、

领 先 于 孙 科 的 1 2 9 5

票
,

终以 百
.

余票的揪翁多
」

数险

胜
,

成为国民党
「

政府的 第一任

砂 ;总统
。 _

李宗仁当选的背后

从 4 次选举 的票数 来看
,

李
、

孙相差不 多
;
从地位和 影响

来看
,

李
、

孙也可 相 匹 故
。

李宗

仁曾自我据量说
,

在
“

天 时
”
和

“
地料

”
才面

,

他不如孙科
,

但在
“

人和万方面可 占优势
。

其实
,

在

决定李
、

孙之间胜 负的天 平杆

上
,

美国的态度 乃是一块举足

轻重的珐码
。 ~

` 卜

毫无疑问
,

杭 日战争后
,

扶

植蒋介石国民党足美国对华政

策中始终不变的方针
。

但是
,

蒋

介石 国民党政府 官吏无 能
,

贪

污盛行的腐败状况也 日益引起

美国统治集团的 不满
。

美
一

国国

会讨论援华议案时常因是
L

否信

任 国民党政府而 争执不休
。

美

国政府为改变国民党政麻的腐

破 以巩 固统治而 伤透脑筋
。

他

们 不 断派遣使 节
一

或代 表团访

华
,

_

进行各种调查
。

1 9 4 7 年 7

丹
,

_

美国陆军 中
一

将魏德迈受杜

鲁 门总统指派
,

率代表 团在南

京
、

上海栩匕平等地作 了为时一

个月的调查
。

8 月 22 日
,

魏德

迈 向国民党高级 军政人 员知

多人发表谈话
。

辜先
,

蒋介石打

电话通知驻 华大使司扰雷登
,

要
;

他转告魏 不 要过于指 责政

府
。
不料魏在讲话中以

“

麻木不

仁 ” 、 “

贪污无能
”

等词语对蒋介

石政 府尽情奚落犷并说厂中国

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 力劳颇

袖
一

广席下举座愕然
,

考试院院

长戴季陶会后为此大哭 一 场
;

国麻委 员建议委员一律不到机

扬为魏送行
。

蒋介石更是志忑

不 安
,

到处打听魏德迈代表团

的背景
,

纽织调鸯的用意
,

以及

怀疑美 国是否有意迫他退休或

去职
。

这些情况说明
,

美国政府

确 实在考虑
、

活
,

兮蒋介石作为

政府领袖的可家崔度
。

很 多资料可 议证明
,

李宗

仁作为国民党 中的革新力量
,

己受到美国方面的注意
。 “
行宪

国大
”
竟选副总统期 间

,

外间盛

传莫月 支持李氏的说 法
,

虽然

李本人曾夫 口 否认
,

但始终参

与助李竟选的程思远则明确断

言
,

李竟选 副总统 完全 出 自司

徒雷登 的策动
。

程曾亲自携带

李宗仁的私人信件送交司徒雷

登的秘 书傅径波
,

希望得到美

国
、

的友持
。

与司徒雷登关系甚

密的叶笃义 曾在一 次拜访中
,

遇胡
、

值在做 司徒雷登的工 作
,

劝说句徒雷登支持孙科而 不要

支持李宗仁
,

被 司徒 雷登拒绝

了
。

自前虽尚元发现 司徒雷登

在助李竟选之率上做过什么手

脚的材料
,

但他 写给美国政府
岭诸多报告 中却明显地反映出

拥李的倾向
。

在一份致美国国

务脚的报告中
,

司徒雷登借秘

书傅滚波的话说
,

蒋介石 已
“
显

著瘸寒老下来
” , “

已经变成一

个疲乏砖老人
,

不能有效地应

付事物
,

正在日趋丧失威信
,

迟

早不可姆免地将被解除
” 。

他 自

己也认为蒋介石在人们的心 目

中
“
已成为过去人物

” ,

而李宗

仁
“

资望 日高
” ,

并视李为国民

党 内
“
不满分子友进步分子的

家 征和 聚集的中心
” 。

事实上
,

李宗仁宣布参加竞淘后
,

美国
方面反应很热烈

。

美厨报纸竟

扣登载消息 ,’把李竞选说成是
“
中国文无前例之事

” ,

吹捧李
“
为一人 望所归而得各方羊敬

之人物
,, ,

上海的西报也对李备

致推崇
,

并辟专栏介绍李宗仁
的 经历

、 宣扬
“
他 当选成份很

高” 。

显然
,

美
r

国方面的态度仁

本场
,猫作



从参加帮会到开堂称主

朱亚雄
,
1 9 0 1 年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

。

他在少

年时即离开家乡到上海民立中学读书
,

学名改为朱毓华
。

后

来他考进南洋医科大学
,

毕业后即去 日本见习
,

24 岁时回

国
,

经人介绍任上海 日商内外棉纱厂厂医
,

一年后又任水月

华医院院长
,

并兼任上海法政学院
、

大厦大学校医及惠生产

科女医学校教授等职
。

朱亚雄于 1 9 2 5年在上海参加了帮会洪门五圣山
。

勺又
·

一三
”

事变后
,

朱离开内外棉纱厂
,

又参加了上海洪门主

办的抗日团体
“

洪兴协会
” ,

朱负责救护队工作
。

日军占领上

海后
,

朱亚雄离开上海到了南京
。

到宁后
,

因生活无着
,

朱亚雄去找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部
长陈群

。

陈群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
,

曾任上海法政学

院总务长
,

朱当时为该学院校医
。

朱此次找到陈群后仅过去
两天

,

陈群就任命朱为内政部卫生司第三科科长
,

汪伪政府
成立后

,

朱的职务被取消
。

1 9 4 0 年
,

朱亚雄的几个朋友从上海到南京来看望他
,

都纷纷劝说朱亚雄应在南京成立洪帮组织
,

并开山立堂
。

朱

亚雄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很想趁机大干一场
,

谋个前程
。

当即

决定开山立堂
,

取名为大亚山正义堂
。

开第一次香堂时
,

约有 10 多人
,

其中既有大学教授
、

伪
政府官员

,

也有从青帮中转来的流氓地痞
。

随着洪门的影响

逐渐扩大
,

参加洪帮的人越来越多
,

商界
、

新闻界
、

政府官员

以及三教九流都有人参加
,

最多时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拥有

门徒千余人
。

以
“

护路队
”
为掩护

,

执行中共的指示

朱亚雄当了南京洪帮帮主之后
,

与汪伪政界官员
、

商
界

、

报界及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时有联系
,

这个帮会在南

京逐渐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

19 42 年 3 月
,

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 (即情报处 )派共产

党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工作
,

徐很快注意到了朱亚雄
,

并

通过地下党员结识了朱亚雄
。

1 9 4 4 年 6 月
,

徐楚光通过汪

伪陆军部部长叶蓬的胞弟
,

少将科长叶晃的介绍
,

进入陆军

部第六科任上校科长
。

与此同时
,

徐还在汪伪军委会参赞武

官公署挂了一个上校参赞武官的名
。

徐利用担任这些职务

的有利条件
,

广交朋友
,

结拜兄弟
,

暗中收集敌伪情报
。

八江苏è程发滕堂小阳

为抗战作过贡献的头洪帮目

朱亚雄…
口历史立佼桥

典论上有力地帮助 了李宗仁
。

比曹银贿选还不如

“
行宪 国大

” 的选举
,

是 国

民党当政以来的第一次
“

民主
”

选举
,

也是国民党所谓
“ 还政于

民
” 的一个举措

。

然而
,

副总统

竟选终 了
,

时人实难恭维
,

而有

反唇相讥之意
。

从 李宗仁 决定 参 加 竟选

始
,

国民党政府就 一直以独裁

专制的权力
,

干涉
、

操纵选举的

进程
。

兹不舫列举种种卑都手

段如下
:

一
、

阻李竟选
。

当李宗仁托

程思远带信给蒋介石告诉竞选

打茸后
,

蒋介石 在几个 月内一

直没有表示不 同意
。

并且还以

党 员可 自由 参加竟选 表示 鼓

励
。

但 当李的竟选筹备工作基
本 完成

,

成功 势头猛增的情况

下
,

蒋介 石 忽然 翻脸
,

出 面阻

挠
,

制止李竞选副总统
。

他数次

召见李宗仁压服他
,

均遭拒绝
。

二
、

拉孙压李
。

孙科是蒋介

石硬拉 出来竟选 副总统的
。

蒋

派 宋美龄 两次登 门劝说孙 科
,

得知孙科 怕失 立法 院长之 职

时
,

便 不惜违反 自己制定的宪

法
,

许诺副总统 当选后 仍可 兼

职立 法院长
,

并答应承担全部

竞选费用
。

第一次副总统选举

后
,

蒋介石 以 程潜来压李宗仁

的企 图失败
,

便 集全 力把赌注

钾在孙科身上
。

他亲 自露面鼓

动他的一 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

票
,

宋美龄 不 时地宴 请国大女

代表以及军政要 员的太太
,

要

她们投孙科的票
,

或用她们的



徐楚光认为
,

有必要团结朱亚雄
,

以凭借其势力
,

获取更多的敌伪情报
。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

徐没有
回家

,

与朱在一起休息
,

并借此机会做朱的工作
。

… …

经过畅谈
,

徐发现朱尚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
,

便

引导动员朱参加抗 日工作
。

朱在徐的教育和启发下
,

表
示愿意参加抗日工作

,

并举行了封建的盟誓仪式
。

此
后

,

朱亚雄广收中共地下党员入帮会
。

中共党员张冰也

加入了帮会
。

朱
、

徐
、

张三人结为把兄弟
,

常在一道商议
抗日工作

,

徐楚光提议
,

为了打破日伪对南京进出人员
和物资的严格控制

,

为掩护共产党员和运输物资的便

利
,

希望朱亚雄尽快设法开辟一条
“

交通线
” ,

并交给朱
一笔活动经费

,

还指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

朱亚雄接受了任务后
,

利用各种社会关系
,

经过数

月的奔波和周旋
,

终于结识了日伪华中铁道替务课长
木村旧本人 )

,

并介绍木村与徐楚光相识
。

木村提及当

前交通线上最使人头疼的就是火车道上有人盗窃
。

徐

乘机进言
,

表示洪帮对付盗窃有办法
,

并且可以派人来

做护路工作
。

经过几个月的磋商筹划
,

木村终于同意成
立由南京洪帮组织的护路队

,

名为日伪华中铁道护路

总队
,

任务是保护货物
,

防止盗窃
,

维护交通安全
,

保护
南京至芜湖

、

芜湖至奔牛站一段 9 00 公里铁路沿线
。

日伪华中护路总队分为总队
、

区队
、

分队
。

总队由

朱亚雄担任总队长
,

徐楚光担任主任秘书兼督察长
,

负

责护路总队一切事务
,

张冰担任情报组长
。

徐楚光派中

共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打入了每个分队
,

有的还担
任了负责人

,

镇江是联系和出入苏北根据地的要道
,

徐

派了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镇江青年
、

洪帮成员周士贵

负责
,

由周专门负责掩护进出苏北根据地的中共人员

和物资
。

护路总队办公地址设在朱亚雄家
,

分队办公地址

设在各站
,

每个分队内均由日军警务课分别派一个 日

籍指导员
。

徐楚光利用这一公开的组织
,

秘密收集情

报
。

徐楚光将各分队送至总队的情报
,

交给共产党员张

冰 (张冰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后秘密杀害)转报八
路军司令部秘书处及华东军区联络部

、

新四军军部
。

另

外
,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 6 张不贴
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

,

徐楚光等同志利用这些

通行证
,

刃中共地下交通人员进出南京等城市提供了

许多方便
。

1 94 5年抗战胜利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护路队

就此解散
。

徐楚光
、

张冰先后返回解斌区
,

一段时期与
朱的关系中断

。

淮海战役前夕
,

朱亚耀振洪帮成员
、

中

共地下工作者周士贵渡江北上与徐楚光
、

张冰联系
,

表

明他愿意继续为党工作
。

到解放区与谭震林会面

19 46 年春季
,

苏北解放区张某受上级党组织的委

派到南京找朱亚雄
,

要其到解放区去
。

同时
,

朱选拔了

一批思想倾向先进的青年同去
。

到了边区后
,

边区人民

政府主席李一氓也多次看望朱亚雄
,

并设宴款待
。

一

次
,

杨帆部长接到了谭震林的指示要在淮安会见朱
,

随

后杨帆与朱一同乘车赴淮安
,

杨帆向谭震林介绍了朱
亚雄的身份和为党所作的贡献

,

谭震林连声称
“

好
” ,接

着
,

谭询间了沦陷区的有关情况
,

并向朱剖析了当时的

形势
,

要求朱亚雄进一步为党工作
。

午间
,

谭震林热情

设宴款待
。

晚上
,

朱亚雄又受到了粟裕司令员的接见和

宴请
,

被安排在淮安招待所休息
。

朱亚雄在临行前
,

杨帆部长亲自向朱布置了回南
京后的任务

:

参加民盟组织 ;掩护共产党员
、

革命地下

工作者的安全
。

同时
,

边区还从华东贸易部门拨出鸡蛋

一船运往镇江销售
,

作为朱的活动经费
。

朱接受任务后

首先到上海霞飞路疗养院找到民盟负责人罗隆基
,

当

时罗已受到反动派的监视
,

无法出面帮助
。

朱又找到中

共党员金龙章说明来意
,

当时金任民社党中央委员
,

又

是民盟的监察委员 (民社党是民盟中的一个组织 )
.

由

金龙章介绍
,

朱填表加入了民社党
。

1 9 4 6 年间
,

自称为洪门兄弟的罗冠群到南京找到

朱亚雄
,

以威胁 口气要求其说出共产党员张冰的下落
,

并把军统跟踪张冰的活动讲了出来
。

朱与罗冠群巧言
周旋

,

罗见间不出什么名堂便狼狈走了
.

全国解放后
,

由于朱亚雄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

,

被政府任命为上

海闸北区防疫站主任
。

在肃反时因历史间题被捕判刑
,

刑满释放后回南京
,

于 1 9 7 9 年病故
。

1 9 8 3 年根据中共
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规定

,

组织上客观地评价了朱亚

雄的一生
,

称其
“

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 。

(责编 晋 源 )

关系助孙竞选
。

蒋介石甚至还

召见白崇禧
,

以秘密军法 审判

相威胁
,

逼迫 白由 拥李转 向拥

子j
、 。

三
、

以党内提名排李
。

阻李

不成
,

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又 企

图玩弄手法
,

用由 党 内提 出侯

选人的方法
,

将李宗仁排挤在
候选人名单之外

。

因遭许多人

的反对
,

党内提名的方法未能

实现
。

四
、

恐吓利诱
。

竞选过程

中
,

蒋介石 利用 C C 系控 制的

各级国民党党部以及黄埔同学
会

,

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
。

他们

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大代表

分头接洽
。

扬言凡投孙科票的
,

要钱有钱
,

要官有官
,

若不愿合

作的
,

对其将来前途必有 不利
。

五
、

造谣 中伤
。

蒋介石国民

党政府操纵的新 闻机关
,

制造

了大量谣言
,

攻击李宗仁
,

以削

弱他的竟选力量
。

如造谣说某

省 某局 为助李
,

竟选
,

接济法 币

有数卡车之声
;
说李一旦 当选

副总统
,

必将实行
“
遥宫

” ,

或三

个 月就要逼迫领袖出 国 ; 说李
有

“
通共

”

嫌疑
,

甚至 还对李的

夫人部德洁造谣 中伤
,

散布郭

在北平如何贪污
,

如何 用金钱

收买代表… … 等等
,

不一而足
。

和上这些丰都手段使人联
怒起当年曹棍贿选的丑事

。

当

时就有人说 了魂样一句话
: “
这

比推举 曹银的选举还坏
,

曹棍

至少还是 出了钱的
。 ”

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