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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祥林 郑天虎

他是山西籍人士。他的姓名和人生
轨迹至今已鲜为人知。然而，他在重要
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抗日救
国，他在学生时代毅然投笔从戎，从此开
启了曲折的军旅生涯。在北平与绥远和
平起义中，他更担任了“特别信使”。他，
就是傅作义当年的上校随从肖如芝。

肖如芝，字子香，祖居山西省稷山县
西社镇老凹窑村。八年全面抗日期间，
他参加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三年解
放战争中，他参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北平和平起义和绥远“九一九”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服从祖国需
要，扎根塞北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不懈努力。

积极襄助 北平起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以蒋介
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挑起全面内
战。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很快解
放。解放军马不停蹄、士不卸甲，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山海关之内。到1949
年年初，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解放，国民
党军仅剩北平、天津和绥远等地，且已成
为被“隔离”或“围困”的陆上孤岛。

作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将
军审时度势，最终选择了同中共中央华
北局协商谈判和平起义。当时，北平城
的守军内部组合复杂，为防止意外发
生，协商谈判在绝密情况下进行。出行
选车和司机至关重要，直接关系着谈判
成功与否。时任华北剿总司令部中校课
长兼勤奋大队队长的肖如芝，奉命秘密
选合适的车、派可靠的司机，接送有关
人员出城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接头谈
判。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叮嘱肖如
芝：“派一部好车，要安排可靠的司机，只
管开车，不要问谁坐。”肖如芝奉命挑选
了一名姓甄的可靠司机，开了一辆性能
很好的吉普，送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
珊和周北峰出城，在通县西五里桥与林
彪、聂荣臻、罗荣桓进行了坦诚、务实、具
体而富有成效的谈判，同时接回解放军
代表苏静。

肖如芝在两方谈判幕后严格执行命
令，恪尽职守，认真负责，无走风、无泄
密，保障了和平协议顺利签订。

肩负使命 举步维艰

北平和平起义完成之后，毛主席提
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为了落
实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促进绥远
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傅作义商
定，双方各派三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
商委员会，在北平商谈解决绥远问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在北平西交
民巷东口银行俱乐部签署了有关交通、
金融、贸易及派驻归绥（绥远省府所在
地，即今呼和浩特市）联络机构等问题的
协议，简称《绥远协议》。

根据协议，华北区人民政府驻归绥
联络组，于 1949 年 6 月 25 日进驻归绥。
可是，通知送给绥远方面之后，迟迟不见
董其武方面行动。我方于是又派出人员
再次送信，还是没有效果。

6 月 10 日，傅作义在他的住处会议
厅召见留办的十多位随从人员，都是身
边上校以上的得力助手，肖如芝就是其
中之一。傅作义对大家说：“这里没有什
么工作了，绥远的工作要做，大家到绥远
去。过去大家跟我多年，靠我来负责，从
此我就不能为大家尽责了。今后我们重

新做起，跟共产党走。你们到绥远听董
其武安排。”

会后，傅作义召见肖如芝，郑重地对
他说：“你和潘纪文一同前往绥远工作，
带吉普车去，路上少说话。”潘纪文是中
共人员，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同傅作义一
起工作过。肖如芝此行的任务一是要为
中共联络处人员入驻绥远做准备；二是
做中共联络处和董其武之间的联系人；
三是为傅作义即将后续派往绥远协助董
其武和平起义的人员当先遣队和排头
兵。

6 月 19 日，肖如芝依旧挑选了一辆
性能好的吉普车、两名好司机，还有两名
勤务员共5人，同于锋（中共人员）从北平
前门站乘火车启程西行。于锋在车上发
去电报，告诉绥远方面肖如芝一行已经
出发赴绥远。

22 日下午，肖如芝一行到达中共绥
远省政府临时驻地丰镇，随即又着人给
绥远方面送去一信。接下来，在丰镇等
候了整整一周，仍然不见董其武来信。
从北平到丰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
后发出三封信和一个电报，均未收到董
其武回复，大家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最后商定，由肖如芝和何树声（中共
人员）先行过去与董其武电话联系。在
毫沁营子绥远方面的二五八师师部，肖
如芝接通了董其武电话。

董其武问：“为什么不提前来信？”
肖如之说：“（最后的一封）信已发出

了一周，未见回信。”
后来才知道，屡次发出的联系信件，

均被董其武的部属一一一军顽固军长刘
万春扣压，并没有交给董其武。由于内
部情况复杂，董其武为了慎重起见，没有
让联络处人员贸然入驻。直至7月中旬，
才分两批进驻绥远，比预定时间推迟了
半个多月。

初抵绥远 险象环生

肖如芝一行在绥远旧省府见到董其
武。

“信为什么没有收到？”董开口先问
道，显出非常疑惑的样子，“这其中必有
文章。”董吩咐肖如芝等人先住下再说。
当天黄昏，在绥远新城街德王府，董其武
专程来看望肖如芝和中共代表一行。经
肖如芝介绍，董其武和大家一一握手。
不一会，董其武身边的军政要员差不多
到齐了，唯独不见刘万春。这引起肖如
芝警觉，不知道这位扣压给董其武信件
的顽固军长，在背后又捣什么鬼。

根据绥远方面的安排，肖如芝一行
住德王府内院，中共联络处代表住新城
西凤街后和旅社。虽然相距不远，但见
面相聚也得十分小心，只因常常有人盯

梢跟踪。外面流传肖如芝是共产党，并
扬言要收拾他。没过几天，肖如芝住处
接到反动分子从墙外投掷的恫吓信，“你
们这些人，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又来
绥远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脑袋……”
后来所知，这些恫吓信是刘万春手下二
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军统特务）投掷
的。之前在毫沁营子肖如芝同董其武通
电话时，赵元德有意避而不见——在背
后叫嚣要收拾肖如芝的就是此人。7 月
中旬的一天，中共联络人员铁路代表王
士鑫，被刘万春部下二五八师段锦堂团
的连长李锡庆等人打倒在新旧城之间的
马路上，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参加北平
和平起义的于洪雯上校因宣传北平和平
起义好，被反动分子活埋……凡此种种，
无所不用其极，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导致
绥远和平起义工作困难重重。

针锋相对 坚持斗争

面对绥远当时的形势，肖如芝和中
共联络处的同志商议，大家居住在一起
不便于开展工作，且危险性较大，决定分
散居住。肖如芝移居到绥远旧城兴隆巷
一号一位乡亲家中，对外称北平和平起
义后无事可做，在此搞点小买卖，秘密协
助董其武起义工作。这期间，还有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作中共联络处和董其武的
联系人，就双方工作情况和需要解决的
一些问题随时沟通。一天，中共联络处
同志特意将肖如芝接去后和旅社前院西
房客厅。鲁志浩同志问：“老肖，我们不
把你当外人，董其武究竟是什么态度？”
肖如芝说：“董其武你们不要怀疑，他一
向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赞扬八路军的作
风。他是傅作义先生多年培养提拔的心
腹，也是傅先生的臂膀。傅先生让他怎
么走，他一定会照办，绝对不会含糊——
像刘万春这些人就不敢说了。”接着，肖
如芝把这段时间掌握的绥远形势作了介
绍，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以董其
武为首的大多数人，都是傅作义培植起
来的，坚决听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话，绝对
赞同和平起义；第二种持怀疑观望态度；
第三种就是顽固派分子，受特务唆使持
反对态度。

鉴于绥远的险恶形势，中共联络处
的同志一度产生了撤走的想法。肖如芝
立即将此情况报告董其武。董其武得知
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立即派秘书长唐
保安给联络处代表道歉解释，并说：“千
万不能撤！”董其武后来亲自到联络处看
望代表们，并说：“傅先生来电，坚决不让
大家走！”与此同时，联络处代表也接到
上级指示：“要坚决顶住，不能离开！”于
是，代表们又安下心，针锋相对，与反动
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对于中共铁路代表

王士鑫被杀一案，董其武非常气愤。在
他的指令下，刘万春无奈派段锦堂将李
锡庆捉拿归案，当场予以枪决；同时，董
其武还为王士鑫开了追悼会，此举大大
灭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为了保障中共代表安全，董其武将
他们的住处搬到建设街德王府，并加了
双岗保护。为了早日促成绥远和平起
义，联络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出门开展
工作。肖如芝作为傅作义的特别代表，
不负使命，随时准备为绥远和平起义献
身。为此，他特在绥远大南街豫芳照相
馆照了一张相，以预防不测留作纪念。
肖如芝奉董其武之命，到绥远军官总队
以教官的名义做思想工作。他给军官们
讲课，主要讲傅作义 1949 年 4 月 1 日发
表声明的立场和主旨：“傅先生说，过去
走过的路，实际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看
家，为名门富豪保镖。国民党已为人民
所唾弃，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胜利已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肖如芝一再强调，
大家都是傅作义老部下，跟着他走是不
会错的。

不久，丰镇又派来大批中共人员，公
开宣传党的政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好
处。与此同时，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
传遍全城，绥远军民受到极大鼓舞，反动
分子所散布的“傅作义已失去自由”“傅
作义已南飞广州”的谣言不攻自破。

绥远方式 起义成功

1949 年 8 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
南海接见傅作义，让其亲赴绥远，敦促和
平起义。8 月 23 日，傅作义乘专车来到
绥远，分别给军政人员做工作。肖如芝
在新城南街路西公益局巷傅作义先生的
下榻处面见傅。傅作义问他：“你在哪
里？”肖如芝答：“在军官总队。”傅作义又
问到军官总队的情况，肖如芝汇报说：

“有四个队，三百多人。大家都盼你来，
听说你已不自由。”傅作义笑了笑说：“告
诉大家放心，重新做起来。”

正当绥远和平起义成功在望之际，
军统、中统特务不甘心失败，依然在暗地
继续捣乱作祟。他们阴谋以劝傅作义南
飞广州、劝董其武西撤，并给二人加官晋
爵为借口，乘机对二人实施暗杀。9月18
日，原定在包头面粉厂召开有关人员会
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名仪式。获悉此情
况后，董其武当机立断决定将会址秘密
转移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特务
分子始料不及，阴谋未能得逞。

9 月 19 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
政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在起义通电上
签了名。原来个别持反动立场的人，在
傅作义劝说下也转变了立场。然后，向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华北军区司
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声明
脱离蒋介石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
人民方面来。

肖如芝作为傅作义将军的随从和得
力助手，从抗日救国到北平与绥远和平
解放，他爱国、忠诚、奋勇、尽责，不负使
命，具备不畏流血和牺牲的精神。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服从祖国需要，远
赴内蒙古自治区任政府终身参事，政协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祖国繁荣
昌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继续贡献力
量。晚年，他以“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
扬鞭自奋蹄”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发挥
余热。1983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山西
老家，为家乡的巨大变化而高兴，满怀激
情写下诗句：半生戎马逐浪飘，几经风雨
越狂涛。河清海晏逢盛世，安度晚年情
更高。

北平与绥远和平起义的“特别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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