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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来惭愧，我本一中原布衣，流落海外，却蒙书作者厚托为其大作写序，实感难以胜任。
但友人盛情却之不恭，又无架子可摆，不得不硬着头皮出丑．诚实讲，至今我和作者黄晓峰(笔名王外
马甲)未曾识面，仅通过两次电话，说朋友不知是否算得上，但我自认是他的“粉丝”，几乎堪称铁杆
。
黄晓峰的前一本书《中国骑兵》曾令我爱不释手，后因朋友公司要改编电视剧，我写了个策划，竟被
黄先生引为知己，此活儿也就在劫难逃了。
该书稿是数月前得到的，当时作者还有几万字未收尾，我已先睹为快。
上周他全部脱稿，尽数发来，四十多万字的巨著，数月内需对着电脑屏幕连读两遍，难免让人暗暗叫
苦。
可一旦读进去，仅数页之后，我便再一次忘乎所以，深深沉湎于那血与火的军旅记叙中。
记得在孩提时代，我也常常纠缠大人，不厌其烦地求讲打仗的故事。
那时没有电玩游戏，男孩物以类聚，想身体力行过把战斗瘾，就人以群分，用棍代枪，以土为弹，打
得鼻青脸肿，不亦乐乎。
男人黩武之性与生俱来，这是森林物种兽性的遗传，是基因内嗜血密码的重温，更是现实生活中求生
存的必备本领。
君不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森林法则堂皇有效！
自人类有史以来，战争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山姆大叔正是靠六千亿军费豢养的大兵，才雄霸全球，并
竟能以两周时间，几乎零伤亡代价打败一个中等强国，不屈者又奈何？
愤以皮鞋袭击，还被人家总统闪过。
话似乎扯远了，但偏爱军事，喜欢兵器，实在算是男孩的通病，也是人类割舍不掉的原始本能。
人类社会能有今天成就，几乎全与军事技术的开发有关，电脑研发于美军事单位，施与民生，结果几
乎是革命性的。
纵观全球，哪一件民用产品能与武器比酷，那卓越的性能和冷酷又性感十足的外观，实在让人惊叹之
至，迷恋不已。
军事优势是人类亘古追求的目标，战胜对手是每一代人的终极愿望！
由此，战争尽管酷烈无情，捐躯者则得到了永远的凭吊，战场上的每一滴血，都散发着光荣与骄傲，
这就是杀戮与人类，战争与和平。
然而我这里敢说，哪怕你是骨灰级的军迷，无论你多么向往沙场，只要你阅读了这本书，掩卷之后将
会重新认识战争，人血不是水，血色一点也不浪漫。
人类由战争中进化，亦从战争中返祖，战争把兽升华成人，又把人还原为兽。
这里要指出的是，黄晓峰并非战争残酷论者，他不以突出人性丑恶和战争的凶暴来惊骇或折磨读者。
恰恰相反的是，在他笔下，硝烟弥漫的战场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读起来不但无沉重感，时不时还令
人发笑，其细致平和的描述，如同你从战场轻松走一遭。
这一遭，胜读十年书！
任何一位军迷都不应错过此书，所有读者都将获益匪浅。
那么，本书的魅力何在？
黄晓峰讲述了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战争？
该书的体裁很值得玩味，它不属于小说，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从过程到细节，全部来自战场的回忆和
记述，无一杜撰。
作者的笔法几乎是超自然主义，其真切实感，如挟读者亲临其境，战火硝烟，厮杀呻吟，耳濡目染着
你。
话说回来，它也不能算是传记，为让读者更广泛地体验战争，黄晓峰将数个人物原型的素材通用，时
空剪接，兼采小说和传记之长，超真实地还原一个战争全过程，这是作者的创举，也是该书的特色所
在。
书的主人公叫蔡智诚，出身于贵州殷实之家，抗战后期参加国军，当上一名空降兵，经历了惨烈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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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战役，获得战斗勋章。
后在国共内战中，他又亲历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九死一生，负伤被俘，逃脱后再被裹挟起义，直
到1949年退役返回故乡。
书以“战场上的蒲公英”为名，既是伞兵空降战场时浪漫凄美的生动写照，更寓意战争年代的普通军
人命运之飘零无助。
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浩如烟海，优劣各异，但在敌我之分上面，没有含糊的，皆是小葱拌豆腐，一清
二白。
作者无论实写或虚构，重点不外乎突出我方勇敢顽强和敌方的凶狠残忍，撩拨读者热血沸腾或感慨流
涕。
然而此书在这一点却给颠覆了！
共产党人反手写国民党，主视角出自战争中的敌军官，敌人眼中的敌人才是神圣的我方。
一个人物位置的调换，读者找不着北了，敌我难辨，爱恨拧巴，情感无从代入，当敌我界线消失，战
场上的持枪者全是龙的传人了，每一粒夺命的子弹都让人战栗，所有倒下的身影都让人痛惜，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今台海两岸关系缓和，国共两党为民族的和平昌盛而开展第三次合作，抚今忆昔，再捧起这部书更
让人百感交加。
上世纪中叶的三年解放战争，是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黄金时段，其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当属解放军之
荣耀，也是粟裕将军的骄傲，它以六十万歼敌八十万而彪炳史册，一役决定江山易手。
同时，它也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内战，同一民族，为鹿死谁手，两党摆开了百万大军。
正如书中描述，双方指挥官多是同学，士兵是同乡，他们服装相近，武器相仿，语言相通，脸庞相似
，为相互区别，不约而同在手臂缠上白毛巾。
他们中不乏同村、同宗，甚至是同胞兄弟，一母所生，血浓于水，却切齿以对，拼得你死我活。
寒冬的徐州原野，皑皑白雪被热血消融，遍地冤魂英魄，徘徊不去，他们都是春闺梦里人，为何非要
鱼死网破！
丧钟又为谁而鸣？
该书之大手笔，不在于作者才华几斗，也不在其观念的标新立异，更没有惊世骇俗的爆料或揭示，其
过人之处是作者对史实的严格把握。
在黄晓峰看似轻松平和甚至语带诙谐的文字中，读者看到的是对战争场面的工笔复制，是对军旅生活
的真切还原。
在数十万字的记述中，黄晓峰严谨仔细，不带感情色彩，无论是战役布局，战斗细节，无不谨慎下笔
，从未想当然，更不大话欺人。
一个日军拉孟守备队长之死，作者都要小心考证。
所谓真善美，真为之首，天地间大德日真，一切事物不失其真才能至善，才是最美。
惟有真实才最接近真理，最真实也就是最客观的、最有生命力和最动人的，这就是该书的特质。
它以求实出发，展现了一场不一样的战争，这所谓不一样，恰是战争的实况和本来面目。
中华民族经历的战火最多，数千年内忧外患，深受战争之痛。
但愿天佑我中华，让苦难的年代一去不返，让中国在和平中崛起，和平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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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体裁不属于小说，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从过程到细节，全部来自战场的回忆和记述，无一杜撰
。
作者的笔法几乎是超自然主义，其真切实感，如挟读者亲临其境，战火硝烟，厮杀呻吟，耳濡目染着
你。
但也不能算是传记，为让读者更广泛地体验战争，作者将数个人物原型的素材通用，时空剪接，兼采
小说和传记之长，超真实地还原一个战争全过程，这是作者的创举，也是该书的特色所在。
    书的主人公叫蔡智诚，出身于贵州殷实之家，抗战后期参军，当上一名空降兵，经历了惨烈的松山
战役和南京受降仪式。
后在国共内战中，他又亲历豫东战役和淮海战役，九死一生，负伤被俘，逃脱后再被裹挟起义，直
到1949年退役返回故乡。
书以“蒲公英”为名，既是伞兵空降战场时浪漫凄美的生动写照，更寓意战争年代普通军人命运之飘
零无助。
    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浩如烟海，优劣各异，但在敌我之分上面，没有含糊的，皆是小葱拌豆腐，一
清二白。
作者无论实写或虚构，重点不外乎突出我方的勇敢顽强和敌方的凶狠残忍，撩拨读者热血沸腾或感慨
流涕。
然而此书在这一点却给颠覆了！
共产党人反手写国民党，主视角出自战争中的敌军官，敌人眼中的敌人才是神圣的我方。
一个人物位置的调换，读者敌我难辨，爱恨拧巴，情感无从代入，战场上的持枪者全是龙的传人了，
每一粒夺命的子弹都让人战栗，所有倒下的身影都让人痛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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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外马甲，本名黄晓峰，福建人。
从小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因为在贵州工作和生活多年，所以对那里的人情世故多了几分兴趣和了解
。
 
    平素喜好上网，时常在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angxiaofeng以及“西西河中文论坛”上与朋
友们谈兵论史，现已出版纪实性作品《中国骑兵》和《我知道的老兵故事》，并有部分作品被改编为
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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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 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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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不想上学了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今贵州省遵义市红旗路）。
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高官柏辉章的公馆，如今那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会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
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国民党交通二团的营长；
而蔡智诚的孪生妹妹蔡智兰初中还没毕业就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去了音讯。
19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蔡智诚还在学校里读书。
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
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巧听话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才对。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间来到贵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来又经营盐号。
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完全依靠川滇两省供给，而遵义这里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
蔡家在城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发了大财。
但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就渐渐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受过几年的“商学”教育，虽然没学到多少经
商的本事，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回到家乡就下定决心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先生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一起改良茶种，开办了一个很大的茶场。
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茶叶这种“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
的鸦片。
他们觉得这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真算得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从理论而言，两位大学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
环境，可贵州一带却战事频繁。
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试
验农场的苗圃里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
折腾了几年，不仅茶园毫无收获，就连何辑五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赶出了贵州，原本雄心勃勃的农业改
革试验于是就此收场。
做不成农场主，只好改当企业家。
蔡式超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他又开设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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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蒲公英”的故事讲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运还没有交代清楚。
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补个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
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
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健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
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3团副团长姜键、2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
也到了香江。
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
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19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
，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
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
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
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
到这个待遇。
他到美国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
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
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3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
成为伞兵的并不多。
团长刘农唆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
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1955年授上校军衔。
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唆至此退役，1963年获“
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
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
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
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
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
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
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
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
叫做《那些花儿》。
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
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像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
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
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
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
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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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
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不愿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
间彷徨。
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
伐踉跄向前。
岁月蹉跎，时势造人。
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
灿烂的英雄伟业当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
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场上的蒲公英>>

媒体关注与评论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
实！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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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军旅记录》以视角独特的战争记录，严谨深入的细节考证，为您
展现一个国民党伞兵的1944-1949！
松山大战、南京受降、豫东战役、空降淮海、海上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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