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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和原野》

内容概要

日军南侵，英殖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提供武器成立义勇军和游击队保卫马来亚。
马共总书记莱特暗中投敌出卖党和人民。
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扫荡共党干部和左翼工会领袖。何鸣和沈瑞扬带领狱中同志成功
越狱并进入乌拉山森林组织游击队。这支游击队被编为象牙顶第九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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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和原野》

作者简介

流军，原名赖涌涛，生于1940年。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有《热爱土地的人》、《暗渡陈仓》；中篇小说
有《蜈蚣岭》、《归去来兮》和《流军小说选集》；长篇小说有《浊流》、《赤道洪流》和《海螺》(
上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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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和原野》

书籍目录

第一章：抗日军⋯⋯⋯⋯⋯⋯⋯⋯⋯⋯⋯⋯⋯（ 1 ）
日军南侵，马来亚（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沦陷前夕，英殖民政府释放被扣押的马共（马来亚共产党）
领袖和干部并提供武器组织抗日军。象牙顶抗日军第六分队随着成立。在队长沈瑞扬和党代表刘新运
的奔波下，村民大力支持，分队逐渐壮大。汉奸走狗一个个被除掉，日本军营屡遭袭击，鬼子死伤惨
重。1945年8月初，抗日军结集兵力准备攻打苏拉河日军司令部，然而，计划刚刚制定日本鬼子就投降
了。
第二章：山雨欲来⋯⋯⋯⋯⋯⋯⋯⋯⋯⋯⋯（ 49 ）
日本投降，马共政权在握。那时候抗日军已发展到近万人。他们原本有能力迫使英国结束殖民统治，
让马来亚独立，然而，马共总书记莱特竟然自作主张毫无条件把政权还给英国人。民众哗然。经过调
查才骇然发现总书记莱特原来是个大骗子。他来自越南，曾当过特务，来新加坡时自称是共产国际派
来的特使，任务是领导马共反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
马来亚沦陷，莱特投靠皇军出卖同志，马共领袖、干部，左翼工会领袖纷纷被捕或杀害；1942年9月1
日黑风洞事件（注）也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可笑的是，敌奸莱特被揭发时，好些左翼团体领袖为莱特
打抱不平，有些还组队到新加坡慰问莱特。不过头脑清醒的人还是有的，例如中委蓝天云以及刘新运
、沈瑞扬和韩亚奋等中层干部，他们先知先觉，未雨绸缪，日军一投降就把好的武器埋藏起来为抗英
斗争做好准备。果然，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封抄左翼工会和团体，大事逮捕工
会领袖、马共党员以及左翼进步人士。马共号召以往的抗日军同志重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刘新运、
沈瑞扬、韩亚奋等人挖出武器进入乌拉山和英军展开游击战。
第三章：木炭山监狱⋯⋯⋯⋯⋯⋯⋯⋯⋯⋯⋯（ 88 ）
紧急法令颁布前夕，英殖民统治者进行大逮捕，沈瑞扬、马共星洲候补市委何鸣、农会干部黄镖、吴
大材等八十几个被关在木炭山监狱。这座监狱年久失修，沈瑞扬拟定越狱计划，铁牙金刚吴大材咬断
监牢木柱，夜晚冲出牢房，到乌拉山支脉象牙顶和刘新运、韩亚奋等人会合。
第四章：第九分队⋯⋯⋯⋯⋯⋯⋯⋯⋯⋯⋯⋯（133）
刘新运、沈瑞扬、韩亚奋等人组织的游击队被编为柔南第四支队属下的一个分队，命名为象牙顶第九
分队。为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沈瑞扬带领部队伏击运薪兵车，打死园丘经理（英国人）和几个卫兵
并获大笔现款。这是象牙顶第九分队的第一仗。
第五章：风满楼⋯⋯⋯⋯⋯⋯⋯⋯⋯⋯⋯⋯⋯（175）
马共中央实行极左政策，没收村民身份证，破坏园丘设施，焚烧胶房，砍胶树刀路。胶工顿失生计，
村民怨声载道。更糟的是许多干部受排挤，柔南第四支队副队刘新运靠边站，沈瑞扬的队长职位被撤
销；何鸣升任州委后滥用权力，排除异己，安排亲信夏志康代替沈瑞扬。
剿共局结集大军封锁乌拉山。沈瑞扬、韩亚奋、黄镖等人主张撤离。夏志康优柔寡断说要请示何鸣。
何鸣久久没有回应，结果导致营房被炸，部队伤亡惨重。夏志康痛定思痛，化被动为主动，在墨水河
边打了一场胜仗，歼灭辜加兵二十多个，缴获新式武器三十多件。然而，江心补漏，为时已晚，北上
的通道已被敌军封锁，整个部队困于乌拉山动弹不得。
第六章：新村⋯⋯⋯⋯⋯⋯⋯⋯⋯⋯⋯⋯⋯⋯（223）
殖民统治者施行“新村政策”。马来半岛各个村镇被围上铁刺网，网外晚上戒严，森林地带划为禁区
，村民的粮食和日用品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剿共局利用村民成立自卫队，协助军警检查外出和过路
村民；同时使用怀柔手段，拨重金奖赏检举马共的村民和出来投诚的马共。
这一招非常奏效，每个地区都有马共分子出来投诚。投诚的马共为了自身利益便毫不保留地供出曾经
帮助或接济过他们的村民。此外，特务狗腿作威作福，自卫队滥用权力，村民们深受其害。可以这么
说：紧急法令实施期间，马来半岛乡村居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本章反映的五个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
第七章：叛徒⋯⋯⋯⋯⋯⋯⋯⋯⋯⋯⋯⋯⋯⋯（269）
何鸣晋升州委后调任机关营。他觊觎阿花，劝诱她到机关营工作。阿花钟情副队长韩亚奋。韩亚奋对
她却若即若离。阿花一气之下便随何鸣去机关营。何鸣想占有阿花，便以扮成夫妇出外执行任务为借
口和她共居一室。当晚何鸣竟然要来真的。阿花施计脱身。何鸣暗中投敌。刘新运机警立刻上报中央
。中委蓝天云及时赶到。在阿花的配合下，他们抢先一步带领部队安全撤离机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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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和原野》

第八章：断崖谷⋯⋯⋯⋯⋯⋯⋯⋯⋯⋯⋯⋯⋯（299）
阿花奉蓝天云命令潜回乌拉山，任务是指示沈瑞扬带领部队从海路去廖内岛找兄弟党。那是唯一的逃
生之路。
阿花奋不顾身进入乌拉山森林找到沈瑞扬。那时沈瑞扬的部队已困于断崖谷。断崖谷西边豁口外的大
荒芭有敌军把守，东边豁口却是巨鳄出没的泥淖地带。此外，敌人出动直升机在断崖谷作地毯式侦察
和扫荡。部队只剩28人。他们已经绝粮，每日以爬虫和野菜充饥。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在紧急关头
，出去找船的萧岗终于传来好消息：船已经找到，定下个月农历十八夜间大潮时在班枷河会合。离下
个月十八还有两个星期，兵临城下，夜长梦多，为遏阻敌军进攻断崖谷，沈瑞扬和夏志康设圈套袭击
敌方直升机。直升机果然中计，两架同时被击落。游击队也付出代价——阿花等六个同志在战斗中阵
亡。
剿共局阵脚大乱，不敢轻举妄动。部队士兵争取时间砍竹子做竹排。十八日那晚，士兵们撑竹排成功
逃出断崖谷。队长夏志康和四个兵士却临阵退却，走出森林向敌军投降。
后记⋯⋯⋯⋯⋯⋯⋯⋯⋯⋯⋯⋯⋯⋯⋯⋯⋯⋯（364）
注：1942年9月1日，马共中委和干部在吉隆坡黑风洞山脚下开会，大会主持人莱特总书记竟然缺席，
原来他已暗中通敌。半夜日军包围黑风洞山脚，拂晓发难，与会者只有几个逃脱，其余全被杀害。这
件事后人称９·１黑风洞惨案。（资料来源于联合晚报丛书《马共秘闻》，韩山元／李永乐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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