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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苦禅画中藏情报11
车水马龙的北京新街口南大街东侧，

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其名字颇为诗情
画意，引人遐想——它叫“百花深处”。

历史上，此处曾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牡丹、藕荷、秋菊、蜡梅四季盛开，引来不
少文人墨客赏花、赋诗。不知何时，花园荒
芜，建起了民居，雅致的名字却流传至今。
到了抗战时期，在百花深处发生的故事，
更值得后人书写。

北平沦陷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
北平城内先后设立了一些地下情报站、联
络站，百花深处胡同西口的古玩铺“明华
斋”就是其一。

“为了安全，地下党组织采取‘多头单
线’方式，各条线平行，一律不发生横向联
系。”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
李瑜说，“当时党在北平有多个情报组，明华
斋属于黄浩情报联络组中的一个联络点。”

黄浩出生于 1895年，广东揭阳人。上世
纪 20 年代，黄浩、王佩芝夫妇来到北平，先
后创办了一个小诊所和一家挑补绣花厂。
由于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
慈小学校舍，黄浩当上了崇慈小学校长和
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两个身份，成为
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的绝佳掩护。

抗战期间，黄浩陆续设立了十几处类
似“明华斋”的秘密联络点，构建起一张严
密的单线情报网络。明华斋的主要任务是
为根据地购买、收集和运输稀缺药品。

1939 年 5 月的一个清晨，黄浩收到一
张药品需求清单，开具清单的大夫是白求
恩，这份“二尺长、五寸宽”的清单上，密密
麻麻地写着药品和器材的名称。

搞到这些药品器材并不容易。黄浩曾
以各种方式与南洋各地侨胞联系，动员他
们踊跃捐款、捐药，寄往北平，抗日救国。

在北平负责接收这些药品和汇款的是李
庆丰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协和医院的宗
教交际部主任，他还利用工作便利，在医院
和家中秘密为八路军制作消毒急救包。另一
位刘仁术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平津硝皮厂的
老板，他通过特殊渠道也能买到一些药品。

每当大包的药品和器材运到黄浩的住
所，邻居只当是挑补绣花厂又进了新料。待
夜深人静，黄浩夫妇便在灯下将药品和器
材打软包或装柳条箱，以便于路上携带。像
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片剂类的药品，适合
打软包，可是碰到下雨天就全完了。还是王
佩芝想出了办法：用蜡纸和油布，把药品一
层一层地包扎起来。王佩芝在 83 岁时回忆
起当年的情景，用浓重的潮汕乡音说：“早
先货一上路，哪怕天一阴，我们的心也跟着

‘阴’下来；后来想出用蜡纸、油布包扎，就
是下多大雨，也不揪心了。”

辗转数天后，这批药品就摆到白求恩
大夫所在的战地医院药架上了。

在黄浩发展的地工人员中，有一位不
得不提，他就是近现代书画大师李苦禅先
生。当时李苦禅所住的西城柳树井胡同 2
号，是黄浩情报联络组的又一个联络点。

“白求恩大夫开了药单，黄浩便通知了
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
式搜集药品，这样不太明显。”李苦禅之子、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说，那时李苦
禅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也
有进药的路子，“父亲当时还真就生了一场
病，住在耀西医院，按说病早该好了，可他
老不出院，就借机会多开药。”

黄浩和李苦禅是怎么认识的？据李燕
教授介绍，李苦禅在 1919 年听了李大钊的
演讲后，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此后
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后来还因为

屡次支持、掩护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而被杭
州艺专停聘，愤而返回北平。

卢沟桥事变后，未及跟上部队南下的
国民党第 29 军军官袁祥峰辗转躲到了李
苦禅家中。当时李苦禅的学生黄奇南经常
来看望老师，见袁祥峰想继续打鬼子，便
通过伯父黄浩的安排，将袁祥峰秘密护送
至冀东抗日根据地。

李苦禅也想要去找八路军，通过黄奇
南从中联络，与黄浩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
头会面。

据李燕说，李苦禅搜集情报的方式很
独特：背着画夹子上街头画速写。“那时北
平也不大，车也不多，父亲会观察日寇的
卡车往哪开，统计车辆密度，再把了解到
的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
有时候，李苦禅会在不同的地方画速写，
若将画中地址一一连线，交叉汇聚形成的
地点就是情报地址的所在。

1939 年 5 月 14 日黎明时分，李苦禅被
日寇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他受尽酷
刑，不吐一字。日寇在柳树井胡同 2 号搜不
出任何证据，软硬兼施也没有成果，只好
把李苦禅释放。

因 地 下 工 作 的 特 殊 性 ，新 中 国 成 立
后，李苦禅和黄浩严守秘密，他俩也再没
有见过面。直到 2015 年，在纪念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时，史料解密，李苦禅的
后人才厘清了父亲当年的主要任务和上
下左右的关系。李燕对记者感叹道：“我父
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国家和民族
的爱，还有对正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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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在“百花深处”

如今北京西城区南沙沟小区里，楼
门前的空地上摆放着一块石刻横匾，上
书“趣园·天涯怪客”。据李燕介绍，这块
匾是由黄浩亲笔写的，当年刻好后他便
将其镶在百花深处，以便前来接头的同
志辨识。后来碰到旧城改造，黄浩的女
儿黄鹂便把它运到了南沙沟大院，几十
年来，她一直保护着这块具有历史意义
的文物。

非常巧合，李燕和黄鹂在南沙沟大
院比邻而居，黄鹂曾告诉李燕：“是我父
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地下抗战工作
——他是那时期父亲在文艺界知名人士
中发展的唯一地下工作者。”

“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组织纪律是相
当严格的。”李燕对记者说，当年家中不
能留字，朋友来信也必须销毁。“但白石
老人的信、送的墨迹、盖的印样，我父亲
舍不得毁，启封看过后，又原样送回老师
家里。后来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整理白
石老人捐献的遗物，才发现了这些信和
印样手稿。”

据《北京晚报》

22
石刻见证历史

⬆ 李苦禅

⬅ 百花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