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了亏的敌机窜扰点不断变化，刘司

令员根据可靠的情报，又根据间谍飞机的

活动规律，采取游击战术，指挥导弹二营迅

速奔赴其他新点埋伏设防。

1962年9月9日，国民党空军又派出

性能优越的U-2型高空间谍飞机窜扰江西

南昌地区。我们的导弹二营奉命早已连夜

赶往那里守候。U-2型间谍飞机还在高空

中洋洋得意时，随着地面几声巨响，就稀里

糊涂地掉下来了，这在世界空战史上又是

个第一次！周总理向刘司令员表示祝贺：

我们把这种飞机打掉了，是一个伟大的胜

利。1963年11月1日，刘司令员以同样的战

术，命令导弹二营在江西上饶地区埋伏，很

快击落一架U-2型高空间谍飞机。

1964年7月7日，在福建漳州设伏的地

空导弹二营再次击落不可一世的U-2型飞

机，彻底打破了敌机谁也够不着的神话。

由于长期的紧张和劳累，刘司令员从

10月起就抱病工作。1965年1月10日，刘司

令员躺在病床上又接到有U-2型间谍飞机

入侵内蒙古的报告，他立即打电话给潜伏在

包头待命的导弹一营营长汪林询问准备情

况。晚上就接到了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他

连声说：“打得太好了！” 据《北京晚报》

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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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福建省武平客家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1910年4月出生，1965年5月逝世。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奇

功，有“智将”的美誉。

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指挥

击落击落U-U-22不是神话不是神话

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 1921

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

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

轻的“文胆”。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

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

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

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

1949 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

“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

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

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

直到蒋介石过世，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

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他在蒋介

石去世之际，以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

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

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

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

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蒋经国主政后，秦孝仪的心力逐渐

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自1983年开始，

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

18年。2007年 1月5日，秦孝仪在台湾病

故。 据《中国文化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广阔的领空

经常会有窜进来的“黑鹰”。他们仗着能飞

两万多米，谁也够不着它的性能，胡作非

为。它还配有高精尖端的照相机，地面上

的点点滴滴照得一清二楚。这里所说的

“黑鹰”，就是美国造的高空侦察RB-57型和

U-2型（绰号“黑寡妇”）间谍飞机，前苏联拿

它也没办法，因为最先进的米格战机也达

不到它的高度。

1957 年 11 月 20 日，周总理就国民党

飞机进入大陆侦察窜扰一事作出指示：

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将飞机击落。12 月 18

日，毛主席在防空作战报告中批示：“全

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任务紧迫，压

力就是动力。1958年 9月，中央军委决定

在空军成立全军第一所导弹学校。10 月

6 日在北京长辛店中国空军导弹兵第一

营成立。

1959年10月7日，国民党的一架RB-57型

高空间谍飞机大摇大摆地飞到了北京通县上

空。此时此刻，刘亚楼司令员早已坐镇指挥所，

地空导弹第二营的三枚导弹已稳稳瞄准了“黑

鹰”。一声令下，导弹飞速升空，“黑鹰”立马中

弹。我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击落了高空间

谍飞机，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贺龙元帅赞扬

二营官兵：部队改装训练才4个月，在这么艰苦

的条件下，第一次就打了个漂亮仗，了不起！

短短几个月内，空中形势发生巨大变

化。这种“无人可及”的高空间谍飞机，从

1959年起不断地从高空中掉下来。

蒋介石两大“文胆”的迥异人生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31岁，属

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

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

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1911

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其间，他撰

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

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

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

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

铎报》上发表的。

国民党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

边有支笔杆子，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

派人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不久

陈即为蒋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从此，

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

裁智囊”。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

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

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

慷慨陈词，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

平门口的卢沟桥……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

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

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

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

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

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

团结抗战的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

起草的。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

做过一些违心事，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

安半月记》。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

得唯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

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

终年59岁。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

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

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

号)椽笔，逾百万师。”

秦孝仪

“黑寡妇”U-2间谍机

首次击落“黑鹰”

“黑鹰”催生地空导弹部队诞生

击落U-2不是神话

陈布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

秦孝仪：
早年参赞机要
晚年执掌“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