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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探幽

—
于次 日下午 时去

“

革命实践研究院
”

作演讲
。

郑松煮

于是决定次 日行刺
。

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
,

郑松熹人境时不能携带手

枪
,

他事先已经盘算过
,

想向岳安和借用
。

郑松熹给岳

安和打了个电话
,

说 自己准备到龟山岛去走一趟
,

为

安全计
,

想借一支手枪带着防身
,

希望老朋友给予方

便
。

岳安和一 口答应
,

约定当天午夜前后把手枪和子

弹送往宾馆
。

岳安和接到郑松煮的借枪电话后
,

口头上虽然答

应
,

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
。

郑松熹刚抵台北时
,

并

没说过要去龟山岛 况且
,

龟山岛既无野兽
,

也无海

盗
,

对于旅游者来说
,

安全不会发生问题
,

无须携枪防

身
。

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煮来台湾后的一些情况
,

发

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介石的安全有关的内容
,

又联

想到报上 已公布了蒋介石明天下午要去
“

革命实践研

究院
”

演讲的消息
,

不禁一愣 郑松蠢偏偏要在这个当

儿借手枪
,

这难道是巧合吗 岳安和想到这里
,

坐不住

了
。

行刺
“

总统
” ,

乃杀头之罪
,

郑松熹作为凶手固然要

受制裁
,

我岳安和提供情报
、

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
。

怎

么办 岳安和考虑多时
,

决定向当局举报
。

岳安和干了多年的刑警
,

头脑活络
,

思维清晰
,

作

出举报决定之后又反复考虑 该向哪个部门举报 他

要好好掂量掂量
。

妙妙计举报报

岳安和考虑许久
,

最后决定去向蒋经国举报
。

但岳安和知道若是按照寻常方式求见
,

绝对是进

不了门的
,

所以他想了个奇主意 —岳安和骑了一辆二轮摩托车
,

驶到中正路 号蒋经

国官邸
,

忽然一个急转弯
,

摩托车直往官邸大门冲去
。

说

时迟
,

那时快
,

两个便衣大汉似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般
,

突然拦在当道
,

一个如鹰抓小鸡似的把岳安和从摩托车

上抓揪下来
,

摔在地上 另一个飞起一脚从横里把摩托

车踢翻在地
,

那车轮犹在
“

突突
”

地飞转

岳安和的 目的达到了
。

蒋经国在官邸小客厅里接

见了这位不速之客
。

蒋经国微笑着
,

用温和的口吻问

道
“

你如此急迫地要见我
,

究竟有什么事情
”

岳安和说
“

有人要行刺蒋总统
”

笑容从蒋经国

脸上退去了
“

谁
”

“

他叫郑松熹
,

从 日本来 ⋯ ⋯
”

岳安和把事情的经

过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

进行官邸警卫
,

外人不论是谁
,

一律不准进人官邸 总

统若要出去
,

必须力劝
,

劝不住给我阻住
,

就说是我进

的言
,

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当面解释
。 ”

接着
,

蒋经国又给
“

安全局局长
”

陈大庆进行了布

置
“

事不宜迟
,

你把手下的精兵强将调上二三十个
,

叫岳安和带路
,

去白龙宾馆把郑松熹逮住
,

由你亲自

审讯
,

弄清行刺背景
,

立即报我
。 ”

蒋经国布置妥当后
,

驱车前往蒋介石官邸
。

官邸

里
,

警卫人员已经进人战备状态
,

庭院里遍布明岗暗

哨
。

不过蒋介石本人对此毫不知晓
。

蒋经国让侍卫长

进卧室通报
。

侍卫长一说蒋经国求见
,

蒋介石当即坐

起来
“

叫经国进来
”

蒋经国走进卧室
,

把事情经过说

了一遍
。

并建议取消明天下午去
“

革命研究实践院
”

的

安排
。

蒋介石点头同意
。

这时
,

官邸值勤秘书进来报告
,

说
“

安全局长
”

打

来电话 郑松熹已经离开白龙宾馆
,

不知去向 目前
,

一部分人留在宾馆守伏 其他如何安排
,

听候指示
。

蒋经国还未开腔
,

蒋介石已经叫起来
“

叫他们紧

急出动
,

全岛缉捕刺客
”

郑松熹是怎么察觉苗头不好的呢 郑松熹在给岳

安和打电话要求借手枪后
,

出于小心
,

悄悄叫了辆
“

的

士
”

来到台北市警察局附近
,

停在暗处观察
。

郑松煮是

刑警出身
,

熟悉
“

圈内
”

情况
,

知道岳安和如若对 自己

产生疑意
,

不会向警察局上司报告
,

而必定会去哪个

特工衙门
。

果然
,

只一会儿
,

郑就看见岳安和驾着摩托

车出了警察局大门
。

他马上让
“

的士
”

司机驾车跟踪
,

一直跟到中正路 号蒋经国官邸门前
,

目睹岳安和驾

摩托车冲撞大门一幕
,

于是便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

郑松熹甚至连白龙宾馆也没回去
,

随即另雇一辆
“

的士
” ,

长途行车 公里逃往嘉义市
,

找到预先联

系好的关系
,

连夜逃离台湾岛
,

经香港返 回 日本
。

台湾
“

安全局
”

天后才得知郑松熹已经偷渡回 日

本了
。

并通过潜伏在 日本的特工调查到了线索 郑松

煮是受廖文毅派遣而赴台湾行刺的
。

蒋经国将这一结论向蒋介石察报
。

蒋介石怒不可

遏
,

大声口 道
“

他搞
‘

台湾独立
’ ,

我搞他的脑袋 派人

到日本
,

把廖文毅解决
”

蒋经国心想
,

这廖的后台是美

国人
。

如把廖杀了
,

就得罪美国了
。

眼下正是
“

反攻大

陆
”

准备阶段
,

争取美援为重
,

不能因一个廖文毅而误

了大计
。

于是
,

蒋经国非常和缓地陈述了利害关系
二

,

蒋

介石只好作罢
。

蒋经国又说
“

我们也不能让廖文毅无

动于衷
,

要杀鸡给猴子看
,

把刺客郑松熹解决掉
”

通通缉刺客客 兔死狐悲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个反应
,

就是往蒋介石官邸打

电话
,

向官邸侍卫长下命令
“

从现在起
,

按战备措施
年 月 日早上

。

郑松煮在 日本像往常一

样走出家门
,

走向索马叮地铁站
,

来到地下站台
。

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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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清代胶州画坛
,

文人荟萃
,

名

家辈出
,

成就斐然
,

形成了以高凤

翰为代表的革新派 和 以冷枚为代
表的宫廷派两大书画家群体

,

并分

别取得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

在清代
山东乃 至全 国美术史上 占有极重

要的位置
,

叶雌蜘薰绪餐夔孽毅骤弯摹

胶州 画坛初露盛况 当出现在

康熙前期
,

到康熙末年开始趋向繁

荣
。

康雍乾时期向来被人们称为
“

康乾盛世
” ,

百姓基本上能安居乐

业
,

朝廷重视以文教化
,

这是胶州

画坛兴起的大背景
。

明清以来
,

胶

州海运贸易繁荣
,

胶城成为鲁东最

大的商业都市
,

素有
“

海表名邦
”

和
“

金胶州
”

的美称
。

许多腰缠万贯的

巨 商大贾和封建官僚集居在胶州
,

他们大兴土木
,

建造园林会馆
,

出

人花街柳巷
,

往往以斯文风雅装饰

生活的豪华
,

于是文人画家就成了

他们的结交对象
。

这就为胶州书画

家和诗人 的生存和竞技提供了社

会基础
。

另外
,

清代胶州画坛的繁荣与

元 明以来长期旅居胶州的外地 画

家的传播与影 响分不 开
。

元朝末

年
,

登州书画家冷超岩迁徙来胶
,

此人善画人物
,

精篆刻
,

曾为元顺

帝画过 肖像
,

得到过元朝皇帝的奖

赏
,

耀秘书监衔
。

晚年
,

冷超岩在胶

城广收门徒
,

对胶州书画艺术的发

展功不可没
。

明初
,

胶州著名书画

家
、

诗人张绅便是他的弟子之一
。

张绅善大小篆
,

精于鉴赏
,

又擅长

画墨竹
。

他 阐述 书法理论的专著

《法书通释 》被收人《四库全书 》
,

对

后世影响很大
。

冷超岩的后裔能传

其家学
,

不少人还相当有名气
,

如

他的裔孙冷印乾便是清初著名的

篆刻家
。

到了明朝后期
,

又有两位全国

知名的书画家移居胶州
,

一位是篆

刻书法家温如玉
,

另一位是画家张

应召
。

温如玉
,

字白雪
,

别号伯坚
,

原籍长州
,

善真草行篆八分书
,

尤

工篆刻
。

张应召
,

字用之
,

别号起

萃
,

原籍陕西
,

擅山水人物
,

最精写

真
,

是温如玉的高足
,

山东省博物

馆 藏有 其 画 迹
。

万 历 三 十 一 年
,

甘肃藩王聘请他们师徒俩

摹《淳化阁帖 》
,

凡 年完成
,

名震

海 内
。

温如玉 和张应召落籍胶州

后
,

或把技艺传给子孙
,

或传授门

人
,

如清初冷印乾和郭经的篆刻艺

术就受到温如玉的影响
,

张应召的

人物画更是影响深远
,

他们的艺术

活动 为清代胶州画坛 的出现进一

步打下了基础
。

清初
,

占据北方画坛 的是 以
“

四王
”

王时敏
、

王槛
、

王翠
、

王原

上人不多
。

国民党特工奇建荣边吃香蕉边向郑走来
,

经过郑的旁边时
, “

漫不经心
”

地把香蕉皮扔在地下
,

又往前走 了
。

这时
,

传来火车的鸣叫声
。

郑松熹刚要 向

道轨的红 色警戒线走去
,

忽然身旁出现 了一个姑娘

李铮铮
,

国民党特工
,

手里拿着一张报纸
,

指着上面

的 日文
,

一边朝郑松蠢鞠躬说
“

先生
,

请多关照
”

郑

松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台湾女特工
,

也用 日语说
“

你是问路吗
”

其时
,

火车即将进站了
。

李铮铮大声问

道
“

先生
,

去高田该坐到哪里下车
”

郑松蠢刚要 回

答
,

不远处施丰涛 国民党特工 忽然用 日语大声叫

道
“

阿川
,

你在哪里
”

李铮铮连忙回头
, “

不料
” ,

脚正

踩在香蕉皮上
,

滑了一下
,

身子往前打了个趣超
,

双手

冲郑松壳一推
,

这个动作在旁人看来是轻松
,

哪知李

铮铮练过武功
,

又是蓄足了力
,

郑松熹碎不及防
,

一下

子被推进了道轨
,

这时火车正好隆隆而来
,

车轮无情

地从他身上碾压过去

日方警察对该案查无所获
,

只好不 了了之
。

但是

廖文毅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

吓出病来
,

住了好一阵

医院
。

从此
,

廖文毅的
“

台独
”

调子越唱越低
,

美国人见

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

便冷落了他
。

蒋介石闻悉
,

派

人给廖文毅捎话 只要放弃
“

台独
” ,

欢迎他返 回台

湾
。

年 月
,

廖文毅在东京宣布
“

台湾独立统一战

线
”

解散
,

他本人放弃
“

台独
” ,

随后返 回台湾
。

年

廖病卒于台北
,

终年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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