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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到清末被废除，经历
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当科举考试成为了士人一朝
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后，各种形式的“科举补习
班”应运而生。那么，古代的补习班有哪些类型？
补习班都上些什么课？老师能不能赚到钱？和今
天相比有什么异同之处？

书院：明清时期最大的“补习机构”
古代的学制体系由官学、私学、书院组成。不

过，地方官学数量少、人数不多；小型私学的教学
质量参差不齐、分散四野、很难管理。而书院大多
有稳定的校舍、师资、经费来源和健全的管理规
制，因此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中期，为政府设立的官方
机构，主要以收藏图书的形式出现。不过，其中也
有少数是私人设立，作为隐居读书、聚徒教学的场
所。到了唐末五代之际，由于战争及政治的影响，
官府无法提供足够的求学处所，一些有所专长的
士人便在隐居读书期间，结庐教授生徒，以书院或
书堂来命名这种读书或讲学的场所。五代时期的
陈氏书堂，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陈氏书堂以“堂
庑数十间”“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作为“游学之
资”。选拔学生的标准很宽泛，称“弟子之秀者，弱
冠以上皆就学焉”。教学内容也并不十分严格，往
往因人而异。

北宋前期，中央给予科举及第者丰厚的精神
及物质回报。为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提升社会
地位，那些无法进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的士人，

“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形成一股建立新书院的热潮，白鹿洞、嵩阳、岳麓、
泰山、茅山等著名书院在那时纷纷涌现。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史》中曾提
到，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书院达到了720 所
之多，在数量上超过了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
上。“学而优则仕”，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并
举，成了书院普遍采取的方法。

到了元、明、清时期，书院越来越受到朝廷直
接控制，连书院山长的任免、教学内容的设定、经
费的供给都由官方确定，书院逐渐沦为科举的附
属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试辅导班”。

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徐雁平
表示，此时，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成为了书院是否有
名的主要标准，书院的一切教学活动都以科举为
主要目标。为了让学生及早适应科举考试程序，
书院甚至时常举行“模拟考试”，考试内容、方法等
都与科举考试相似。一般每月课试两次，一次为
官课，一次为师课。官课由府、县轮流出题、阅卷、
给奖。

文社：科举考试前的“强化班”
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古代学子在科举

考试前的心情，与今天应考的学生是一样的。不
过他们的考前“强化班”，往往是提前一年就办起
来了。徐雁平介绍，从宋元时期开始，学生们还以
文结社，创办了文社（又称文会、文舍）这一读书人
相互学习的场所，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不过，文
社更重要的功能是，帮助考生们复习科举中可能
考到的知识、模拟科举考试、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

好万全准备。当时的文社，不少是直接设置在书
院里，由书院里的学生在考试前临时、自发组织而
成，徐雁平将它们戏称为“科举强化班”。在“强化
班”里，学生们常常一起作文，然后相互讨论学习，
或者再请来老师做些点评指导。书院的老师自然
不会拒绝，因为书院里出的举人越多，书院的名气
自然也就越大。

不过，也有不依附书院而独立存在的文社。
对于古时的名门望族来说，家族的兴盛与族中子
弟是否获取科名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科名也逐渐
成为了衡量家族的重要标准。为了增加家中子弟
的中举率，一些大家族会出钱，在祠堂边专门盖房
子，建立起独立的文社，或与他族合办文社。家长
们以家族名义请来已经回乡的举人、进士们，或地
方上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然后将全族子弟一
起召集起来，共同复习应考。清朝道光时曾任两
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梁章钜，家族就一直有设立
文社的传统，而他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兄弟
以及他本人，也全部考中过举人，可谓真正意义上
的“科举家族”。

有的地方也会在乡里集体筹办建立文社，由地
方上的有钱人共同出资建舍、请老师，供乡里的学
子们复习赶考之用。为的是那些高中科举的学生
们如果将来做了官，可以回报乡里。这样的情况在
当时安徽徽州一带特别盛行，而那些捐了钱建文社
的人的名字，还会被记录在地方志里，算是“千古留

名”。不过，随着后来限制结社的禁令的颁布，全国
各地红红火火的文社活动，也就逐渐平静了。

专科辅导班：
医学、天文、算学、地理都教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老庄玄学盛行，人们多讲
求养生之道，医学也就自然受到重视。可是医道
精深，无论是诊病还是辨识药材，需要多年的苦心
钻研才能实现精准。因此，当时的医生不少都医
术不高、医德不良。于是，北魏宣武帝下诏建立医
馆，教授医学知识，成为我国最早的由官方设置的
专科“辅导班”。

到了唐代，医学科目被设置在中书省下太医
署中，朝廷聘请来专门的博士（教师）进行教学。
教学内容也更加明细化，主要分为：医学、针学、按
摩、咒禁。其中医学又分五科：体疗（内科）、疮肿
（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拔火
罐等）。根据教育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太医署中还
设有“药园”，设药师，收学生16人；中书省下秘书
省所辖的太史局（后改司天台）中，设置天文博士
2人，教授90名天文观生和50名天文生；历博士1
人，教授55名历生；局中还设漏刻博士6人，教漏
刻生360入，学习计时、报时。太仆寺设兽医博士
4人，教授学生百人。太卜寺设卜正博士2人，卜
筮助教2人，教授卜筮生9人。此外，门下省设有
弘文馆和校书郎，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误，

其下有拓书手、笔匠、楷书等职员，招收学生30人
加以训练。

除了官办培训班，家族“开小灶”，是古代理科
“辅导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如果家族中有一位专家，子孙便享有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最典型的便是医学，它一般都是世
代家传，如明朝名医李时珍，就是祖孙三代行医。
还有的名医一方面行医，一方面著述、收徒。私家
传授与官府医学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在学习基础
医学知识之后，还会传习教师自己的医术、著述、
秘方，有的形成不同的流派。天文、算学、舆地(地
理)等专科知识的传授也与医学类似。如著名科
学家祖冲之的儿子，幼年就传习家业，而他的儿子
也传家学，在历算方面十分精通。名气大了，一些
著名理科学者也开始收徒，如元代大数学家朱世
杰教授数学，“踵门而学者云集”。

主攻科举，
主要是教学生熟悉考试的套路
与现今的补习班一样，古代的“补习班”也是

考什么教什么。
由于科举考的多是儒家传统文化，因此书

院、文社和官学一样，大多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
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随着科举制度
和儒学的发展，元代大德以后，程朱理学的《四书
集注》也成为了官方教材。

徐雁平表示，自从八股文成了科举考试的敲
门砖后，“补习班”里除了要学生们熟读四书五经，
老师们也会经常命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
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

在宋朝和唐朝科举考试中，策问一科也是学
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策问主要是由考官提出政
事问题，要求学生们以史为鉴，提出对策。策问的
考试范围很广，涉及政治、教育、生产、管理、地理
等等，比经义准备起来难度更大。此外，一些“年
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
问题等，也是考生在上考场前必须摸清楚的重点，
有的学生甚至会事先针对可能的考题先写好回答
并背熟，只待一旦考到，便直接往考卷上默写出
来。

清朝还有一个重点考试项目——试帖诗。虽
然以诗作为考试项目始于唐代，但宋朝时被取消，
元明两代也一直没有恢复，直到清代乾隆时，才被
重新列入考试科目。清朝的试帖诗基本在经史子
集范围内，不过出题诗格式限制比前代更为严
格。因此，学生们在“补习班”中也会先将试帖诗
的套式练习好，然后拿着准备好的几个套路，去应
对考试需要。

发展模式明朝起，
“补习班”从农村走向城市

据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记载，
根据所在书院、书塾或文社的名气、坐落地点及自
身身份的不同，每位教师的薪资水平也会有很大
落差。

有些历史悠久的书院，由于能得到官府的经
常性津贴，因此有充分的财力资源支付管理人员
和教师的薪酬。此外，还有一些建于省城或富裕
地区的完备书院，也可以以高薪聘请著名学者。
这些地方的教师除了固定的薪酬外，很多还能从
书院获得以聘仪、程仪、薪膳、节仪等名义发放的
款项。有的学生还会给老师送上“孝敬费”，也就
是“贽礼”。比如南京的中山书院，是曾国藩在镇
压太平天国后重建的，根据书院的新章程规定，书
院山长的年收入为 984 两银子，其中 800 两为工
资，160两为伙食补贴，24两为节敬。

不过，与这些著名书院教师的“小康生活”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边远地区或没有名气的学
校教师的贫寒困境。如陕西靖边西城书院的讲
席，每年只有 6 万铜钱的薪水和 6 千铜钱的过节
费，加起来不过55两银子。

而如果在小地方的书院、文社等当老师，有身
份的学者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在30到150两之内，
而那些普通教师的年收入，则不足50两银子。比
之19世纪80年代，一个居住于北京的富裕五口之
家一年980两的消费水平，一些教书匠的生活境
况，就显得局促多了。

随着科举越来越受士人看重，官府对民间教
育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从明朝起，文社、书院等便
越发具有功利性。那些原本为了在安静的环境中
讲学，而特意隐居山林或荒郊野外的书院，为了方
便学生上学，逐渐开始往城市搬迁，而失去了最开
始时以文会友、探讨学问的纯粹初衷。

（摘自《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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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县慈善总会2018年“慈善助学”困难家庭学生名单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姓名
孙风涛
刘仁姣
王荣光
刘海燕
李鑫海
孟旗

刘淑慧
张秀刚
杨秋萍
窦仁卓
王硕
孙敏

周壮壮
李临

张丽影
王徽能
王雪岩
宋磊

周义刚
金维琦
晏冰超
李永康
张杰
周慧

张慧晨
张娜

马光旭
杨皓月
马安柳
马秋丽
王延鹤
王雪婷
张彤彤
张杰

张文杰
王凤

马原亭
温玲玉
刘童

张恬恬
杨学欣
李娜

毕业学校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录取院校
烟台大学
泰山医学院
延安大学
济南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菏泽）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青岛工学院
泰山医学院
滨州学院
济宁医学院

山东财经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鲁东大学
德州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德州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济南大学

青岛黄海学院
华侨大学
菏泽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

潍坊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青岛黄海学院

烟台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滨州学院
泰山医学院

潍坊科技学院

家庭住址
崔寨街道前街村
崔寨街道青宁村
崔寨街道王河村
崔寨街道辛街村
崔寨街道邢渡村
崔寨街道周孟村
垛石镇大官庄村
垛石镇东索村
垛石镇东杨村
垛石镇窦家村
垛石镇垛石桥村
垛石镇后刘村
垛石镇后楼村

垛石镇李洪亭村13号
垛石镇马浪头村
垛石镇商桥村
垛石镇尚家村
垛石镇宋家村

垛石镇唐庙管区东屯村
垛石镇田屯村101-1号

垛石镇西屯村
垛石镇小李村
垛石镇小张村
垛石镇周沙窝村
回河街道北郭村
回河街道北张村

回河街道大任岸村
回河街道淮里洼村153号

回河街道马营村
回河街道前陈3号

回河街道吴寨村56号
回河街道西药王庙村

回河街道张保村
济阳街道八里村

济阳街道八里庄村
济阳街道城里村
济阳街道大邝村

济阳街道葛家店村
济阳街道李官村

济阳街道李官村149号
济阳街道粮食口村
济阳街道前辛村

序号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姓名
徐擎
徐雪

张静文
李成祥
李新月
肖康

王心宇
郭煜

曹新苗
曹光裕
李敏
刘克

孙小雪
孙明辉
温含笑
魏敏

刘凯旋
高天
尹莉

尹玉婷
杨明涛
张琦

周雅宁
陈甲强
尹宁宁
王修龙
赵刚

崔增辉
王慧莹
许小敏
杨金鑫
张春月
王妍
肖杨

肖飞云
马光山
邢悦

杨圆圆
杨晓

杨念凤
张淇

贾莎莎
艾硕

毕业学校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录取院校
潍坊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德州学院

泰山医学院
齐鲁理工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滨州学院
菏泽学院
烟台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潍坊医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鲁东大学
青岛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潍坊医学院
潍坊医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
枣庄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
聊城大学

青岛工学院
济南大学
青岛大学

济宁医学院
济南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潍坊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哈工大威海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齐鲁工业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泰山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河南城建学院

家庭住址
济阳街道三里井村
济阳街道三里井村

济阳街道稍门八里村
济阳街道稍门窝沟李村
济阳街道窝沟李村
济阳街道肖家村

济阳街道徐家湾村265号
济阳街道窑头村
济阳街道张曹村

曲堤镇曹家村119号
曲堤镇草寺村

曲堤镇东街村413号
曲堤镇三教村38号

曲堤镇位铺村
曲堤镇温店村
曲堤镇姚集村
曲堤镇姚集村
曲堤镇尹家村
曲堤镇尹家村
曲堤镇尹家村
曲堤镇宰店村
曲堤镇张聂村

曲堤镇周家村40号
仁风镇北陈村
仁风镇崔家村
仁风镇大里村
仁风镇东张村
仁风镇官庄村
仁风镇晋家村
仁风镇码头村
仁风镇码头村
仁风镇史坊村
仁风镇王圈村

仁风镇王圈四合肖家
仁风镇西街村
仁风镇西孙村
仁风镇西孙村
仁风镇新桑渡村
仁风镇张冉村
仁风镇张辛村
仁风镇张辛村
孙耿街道邓家村
孙耿街道东艾屯

序号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姓名
刘莹
亓乐乐
张雨山
于明慧
金栋
王盼盼
徐家庚
房敏
王萍萍
韩东
张盟
李若楠
李俊
陈龙
石兴龙
梁悦
艾昕
李文奇
于德志
王玉诚
李旭
窦海珊
朱文鑫
郭梅
周继仁
张浩
王龙凤
李根
张世元
张帅
李研
魏梦琦
魏天宇
陈茜
刘康宁
张文欣

毕业学校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北中学
济阳一中
济北中学

录取院校
济南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菏泽）
济南大学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
郑州大学
德州学院
济宁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
滨州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
泰山医学院
山东财经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济南大学
聊城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聊城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潍坊科技学院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济宁医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
山东交通大学
烟台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

家庭住址
孙耿街道官庄村
孙耿街道洪屯村
孙耿街道西范村
孙耿街道西盐村
孙耿街道辛集村
孙耿街道于家村
孙耿街道张沟村
太平街道曹家村
太平街道东坡村

太平街道东三教村
太平街道哈叭沟村
太平街道李坊村

太平街道李坊村157号
太平街道鲁家村
太平街道前石村
太平街道秦坟村

太平街道王龙池村
太平街道吴刘村

太平街道西冯井村
太平街道西坡村

太平街道杨栏口村
太平街道耀德村
新市镇大圈村
新市镇郭李村
新市镇韩坊村
新市镇韩胡同
新市镇韩胡同
新市镇李会也村
新市镇李会也村
新市镇王洼村

新市镇张家村32号
嘉景苑小区

开元大街鑫城苑小区
龙海路南海街
生资东苑

禧福凤凰城西区五号楼一单元601

备注：此名单为困难家庭学生名单，公示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欢
迎社会各界监督，如对以上困难学生名单有异议，或发现以上学生家庭有不符合困难
家庭情况的，请于公示期内拨打电话反映。 联系电话：84238827 84238819

60年前的夏天，金门炮战打响。当时，福建前
线总指挥是叶飞。近日，叶飞的儿子叶小宇接受了
采访，他详细讲述了父亲是怎样意识到这场战役是
一场复杂政治战的。

毛泽东提议推迟炮击时间
1958年7月底，战斗准备已经基本完成了，但

父亲收到的不是战斗命令，而是毛主席给彭德怀
和黄克诚的信，用电报发给了父亲。信上说：“打
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
势。彼方换防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
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
急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 1958 年的伊拉克革
命。当时美英武力干预，登陆了黎巴嫩和约旦，要
把伊拉克革命扑灭。我们在台湾海峡有所动作，
可以吸引美国注意力，也是对伊拉克革命的一种
支持。这是金门炮战最开始的原因之一。

信的最后说：“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
下，以其意见见告。”父亲因为在前线，一开始并没
有想到这一仗背后的复杂性。但当时前线战备情
况也比较特殊；福建沿海遭台风袭击，连降暴雨，

公路、铁路塌方严重；部队处在疲劳状态，需要恢
复；阵地也还没有完全布置好。从军事角度考虑，
推迟炮击时间更好。父亲把这些情况电告北京，
表示遵照指示，推迟炮击时间。

实际上推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到 8 月 20
日，中央来电话，要父亲去北戴河汇报。父亲带了
作战地图和一名作战参谋，马上从福州机场飞往
北戴河，第二天就在毛主席的住所汇报，在场的还
有彭德怀、林彪和王尚荣（时任总参作战部长）。
作战地图就铺在会客厅的地毯上，父亲汇报，按照
作战部署，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将达到二战中
柏林战役苏军的级别，火力非常强大，可以说到了
饱和点。父亲回忆过，他讲完以后，毛主席一句话
都没说，只是拿起一根烟抽。快抽完时问了一句：

“叶飞，你用这么多炮打，会不会打到美国人？”当
时，美军顾问部署到了国民党的营一级。父亲很
干脆地回答“无法避免”。毛主席听完没作指示，
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王尚荣来看我父亲，给了他一张
条子。条子是林彪写给毛主席的，提议把炮击
金门的消息通过华沙会谈机制告知美国。这个
时候父亲感觉到这次战斗不简单了，不是单纯
的战斗，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战。毛主席考虑
的不只是蒋介石，还有美国人的反应。看到条
子，父亲就问王部长“主席有没有说要我表
态”。王尚荣说没有，只是给你看看。父亲说：

“那行，你说我看过。”
第二天继续开会，决定按原来的部署打。毛

主席让父亲住在北戴河，接一个直通前线指挥所
的电话到房间。父亲这才明白，毛主席才是战役
的总指挥。

给蒋军护航的美军舰队掉头就逃
8月23日，金门炮战打响。前线部队向金门

岛打了将近2万发炮弹。这时候，父亲仍然在北
戴河。8 月 25 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

地点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人是刘少奇、周恩
来、邓小平，彭德怀、王尚荣、胡乔木、吴冷西和
我父亲也列席了。吴冷西后来回忆：“毛主席一
开始就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
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
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
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
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
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

到了 8 月底，毛主席让我父亲回前线指挥
部。9月7日中午12点，金门炮战中最重大的一
次战斗爆发了。为什么重大？因为美军舰队介入
了。那时候，我们已经炮击两周了,金门、马祖的
供给线基本断了，他们需要补给，于是找了美军舰
队来护航。

这让我父亲面临了最严峻的考验：美军来了,
仗怎么打？当时的情形，美军悍然闯人我国领海，
将士们是很气愤的。但父亲那时已经很清楚金门
炮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所以马上直接请示主席，
主席回复“照打不误”。父亲又请示：是不是连美
舰一起打？ 得到的命令是“只打蒋舰，不打美
舰”，并且让父亲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

港口后、北京下达命令才能开火。父亲还有疑问：
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主席明确回
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父亲下达命令后，前线指挥员有些疑惑，纷
纷追问。但父亲知道战略意图，给三军下了死
命令，必须严格执行。第二天，美军的第七舰队
护航国民党运输编队，向料罗湾驶来。到了中
午，父亲接到了北京的开炮命令。一时间，炮弹
齐发，直接击沉了国民党的一艘登陆舰。这时
候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美军舰队拐了 180
度的弯，掉头就走。国民党那边气得报话机都
忘记用密码了，他们上头问“到了没有”，答“美
舰全跑了”，都被我们听到了。

我认为这是炮击金门战役最重要的转折。
父亲这时才真的明白，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这么
打。他马上把美军的反应报给北京。这就很明
显了，美国人并不想帮蒋介石守金门、马祖。金
门、马祖距离厦门只有10公里，比距离台湾本岛
近得多。美国人是更希望蒋介石只守着台湾本
岛，不要总想反攻大陆，最后慢慢变成两个中
国。看清这一点，可能比打下金门更重要。

（摘自《环球人物》）

金门炮战金门炮战金门炮战：复杂的政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