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康与爷爷奶奶。

汽车队把周小舟等一批同志送

到汉口后， 爷爷担任了车队的一把

手，此时，湖南省财经委员会决定将

汽车队交由长沙军管会贸易处领导。

大概是在当年八月份，车队就开始为

长沙运送物资。 由于长沙没有解放，

汽车进不了城，只能先把物资运到长

沙城郊的春华山后又返回武汉运东

西，直到长沙解放，车队才进了城。爷

爷在汽车队一直工作到1950年2月。

在黄克诚同志的关心下，汽车队

为解放湖南做出过不少贡献，但没想

到爷爷却曾为此背上了“黑锅”。1959

年庐山会议后， 湖南省开展了清算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运动。有

一天，省委有关部门让爷爷接受一个

调查组的调查，到现在爷爷也没弄清

这是省委调查组还是中央的调查组。

调查组的两位同志说有人揭发爷爷

的车队曾经“为黄克诚运了私人的金

子”。 爷爷回答：“在长沙和平解放的

前夕，领导曾安排车队从武汉的银行

向长沙的银行运送过一批人民币和

银元，那是为了稳定即将解放的长沙

的金融秩序。我从没听说黄克诚同志

运过什么金子。” 调查组的同志态度

还比较好，也没有搞逼供。谁知“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又把这件事提

出来，还说爷爷是“为反党分子黄克

诚运金子”，一批造反派和红卫兵把爷

爷抓起来进行逼问，强迫他交待给黄

克诚运送金子的过程。爷爷实事求是

地说只是为银行运了东西，他们就骂

爷爷“不老实”，强按着爷爷跪在地上

接受批斗，但爷爷一直坚持了这一历

史事实。

爷爷曾深情地说，他参加革命后

转战南北近十年，解放后又多次调换

单位，生活经历虽然丰富多彩，但汽

车队的生涯是他回忆中最有“嚼头”

的内容之一，因为这支车队是在黄克

诚同志关心下组建起来的，而且爷爷

在这里还学到了很多知识，不仅学会

了开汽车，甚至当车有毛病用耳朵一

听就大体知道毛病在哪儿呢。现在黄

老将军虽然不在了，但他为湖南解放

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爷爷的

脑海里。 ■文/张康

文革时，有人揭发爷爷“为反党分子黄克诚运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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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领导组建南下汽车大队：

找周恩来要汽车，

“文革”时被污蔑“用汽车运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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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者张康特给本报“记忆”版发来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爷爷牛生祥在黄克诚的亲自领导下，参与

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队汽车队的故事。 今年84岁的牛生祥， 是1941年初夏从老家陕西省榆林地区

定边县黄湾村参加革命的老八路。13岁时，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曾很威风地骑着战马跟敌人打过仗。

解放后南下湖南，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商业厅、财政厅的厅长，并接受过创建湖南审计厅的重要使命。

牛生祥(右)任冀察热辽军邮总局热中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在进关前与

主任的合影。

▲

牛生祥 (右 )

任南下大队汽车队

副队长与汽车队战

友(车队排长)南下

到武汉时的合影。

回到天津后，爷爷很快就从天津市军管

会摩托处要来了40辆汽车和汽油。配备的司

机中大部分是从东北和天津被俘后参加革

命的国民党的士兵，汽车的型号则是五花八

门，有美国的大道奇，日本各种型号的车，还

有苏联的嘎斯车。粟队长又要来了6位干部，

就这样，爷爷他们的汽车队正式组建起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南下大队领导要

汽车队先开到河南信阳后再安排工作。1949

年6月初，爷爷他们在天津将汽车装上火车，

由于京汉铁路遭受的破坏较严重，只能从济

南、开封向郑州转行。走到河南省的漯河，因

为前面的信阳大桥没有修好，便在漯河的一

个村子住了下来。司机中有位同志的家乡正

好在漯河，他提出想回家看看，爷爷便陪他

回家探亲。当得知爷爷是解放军后，村子里

的小伙子们就把他们围了起来，争先恐后地

要当兵， 爷爷当场选中了5位青年给司机当

助手。

爷爷他们在漯河前后住了二十来天，由

于信阳大桥一直没有修好，南下大队就命令

他们开车到武汉， 住在汉口的一个纺织厂

里。这时湖南省的领导机关已经成立，决定

将汽车队划归湖南省财经接管委员会领导。

由于开车来到汉口， 汽车队的汽油不够用

了，黄克诚同志知道这件事后，马上就给爷

爷他们批了二三大桶汽油。 有趣的是，2010

年爷爷参观黄老家乡———永新建立的黄克

诚纪念馆时，意想不到地看见了当年他批汽

油的那份批件。

在武汉驻扎时，领导让爷爷带十几部汽

车到信阳去接一部分干部，他们中间有周小

舟、张孟旭、徐启文，其中还有一些将被安排

在湖南省公安厅工作的年轻干部，总共几百

人。爷爷把周小舟等领导同志安排在驾驶室

里坐，其他南下的同志和警卫部队的同志坐

在车箱里。爷爷回忆说，皮肤白净的周小舟

同志个子不高，穿着一身军装，说话很孺雅。

出发前周小舟同志向爷爷问了路上的安全

情况，叮嘱爷爷一路要提高警惕，因为当地

刚刚解放。途中，周小舟同志总是爱称呼爷

爷为“队长”，其实我爷爷当时只是一个20出

头的小伙子呢。

由于这次护送周小舟同志的经历， 周小

舟以后每逢见到爷爷都称他为“队长”。1952

年， 爷爷在华中百货公司湖南分公司任业务

科长时， 有一天到中山路百货公司去检查工

作，忽然听到有人喊他“队长”，一看竟是周小

舟同志。他对爷爷说：“队长，你在这里呀。”爷

爷赶紧向这位省委书记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情

况。周小舟问公司的生意好吗？爷爷一边向他

汇报，一边陪他视察了中山路百货大楼。

1949年5月， 中央决定冀察热辽根据地

接管天津的部分干部组成南下大队，由黄克

诚同志带队南下湖南，并出任解放后的湖南

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当时南下大队组建

了一个汽车队， 调老红军粟逢春同志任队

长，我爷爷牛生祥被任命为副队长。

汽车队刚成立时，只有粟逢春和我爷爷

两个“光杆司令”，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汽

车。他们到任不久，上级领导交给他们一封

黄克诚同志的信，让他俩一起去找天津市军

管会摩托处游精处长要汽车。这位处长看了

黄克诚的信后，有些为难地说：“黄老又不是

不知道，现在那些接收的汽车都交归总后勤

部管了，我没有权力批，你们要车只能找总

后勤部了。”说完他把信退还给了爷爷。

没要到汽车，粟逢春和我爷爷只好去向

黄克诚同志汇报。黄克诚当时住在天津市一

座两层楼的小院子里，听了他们汇报情况后

很不高兴， 说：“行了， 我跟周副主席通电

话。”说完，让粟逢春和爷爷回去听消息。

几天后，南下大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拿了

一封黄克诚同志的亲笔信，交给粟逢春和我

爷爷，让他们到北京去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

三同志。粟大队长让我爷爷一个人去找。

杨部长当时住在西单一个胡同的一所

小院落里，里边都是平房。爷爷进去时恰逢

杨立三正跟彭德怀坐在一间房前小凉台的

小圆桌子前。 爷爷向杨部长敬了个军礼，双

手把黄克诚同志的信递了上去。杨部长一边

接信，一边说“我知道这件事”。随后，他交给

爷爷一封他的亲笔批件，批给车队40辆汽车

和一部分汽油。

［壹］

汽车队刚成立时，没有一部汽车

周小舟爱称呼爷爷为“队长”

汽车队有美国的大道奇，还有苏联的嘎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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