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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线是沿海国家主
权管辖下的最远边界线。
领海线以内是领海。上世
纪 50 年代之前，世界上的
大多数国家都以三海里为
领海线。

1958年炮击金门后不
久，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
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
问题。9 月 1 日和 2 日，会
议正式开始，与会人员有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彭德怀、黄克诚等领导，外
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原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
夫，以及资深国际法专家
刘泽荣和倪徵燠等人。

会上，毛泽东开门见
山地向两位专家说：“最近
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
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
领海主权问题。”倪徵燠详
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领海

的地位、作用以及世界各
国采取的领海制度。两位
专家还提出了领海线宽度
建议。在充分听取意见和
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毛泽
东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
为12海里。

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
虑：一是 12 海里的领海线
在我岸炮射程之内，我们
可以有效地予以保护，对
侵犯我领海的外军舰艇有
反制手段；二是渤海海峡
最宽处老铁山水道不到24
海里，12 海里的领海宽度
可以封死渤海海峡，使渤
海变为内海，可以阻止外
军舰艇进入，从而提升了
京津心脏地带的海上防御
纵深；三是 12 海里的宽度
更利于维护我海上防务安
全，可以更好地保护我近

海的各种自然资源。并且
领海宽一点并不妨碍商船
的无害通过，不会影响海
上贸易交通；四是 12 海里
的宽度并非我国独创，当
时的苏联、印度、印度尼西
亚等国家宣布的领海宽度
就是12海里。

1958年9月4日清晨，
我国向世界发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
的声明》，宣布我国的领海
宽度为 12 海里。一切外
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
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
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1982 年公布的《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
有权确定不超过 12 海里
的领海”。现在，12海里的
领海宽度成为世界绝大多
数国家的选择。刘征鲁

毛泽东确定12海里领海线

影响战局的元宵之夜

“黄安舰”原是一艘日本海防
舰，1944 年 12 月下水。最高航速
16.5 节，舰员编制 126 人。二战结
束后，由国民党海军接收，1947 年
8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整修。

领导“黄安舰”起义的主要组
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准尉

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
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
长孙露山，据说他们当时分
别受中共不同的地下组织
领导，彼此互不知底。不
久，鞠庆珍的大哥、海军舰
长鞠庆玺被国民党以“通
共”罪逮捕枪杀，王子良等
人借到家中慰问的机会试
探并表明了各自身份，从而
组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和
骨干。

2月9日，根据舰长刘广
超指示，大修完毕的“黄安
舰”从造船码头驶向青岛前
海，停泊在小青岛西侧。当
晚，四人在舰上秘密碰头，商
定于3天后即2月12日晚起
义，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舰
上管理松懈，有利于组织起
义。同时，他们还决定以“上
舰过节”为名，将家属接上
舰，随舰行动、协助起义。

2月12日晚7点，起义骨干做了
行动前的最后碰头，进一步明确分
工，并分发了手枪和白袖标。晚 8
点，王子良、刘增厚等扣押了副舰
长、轮机长、报务官等关键人员，交
由王子良夫人袁丽峰等人看管。

晚 8 点 50 分，鞠庆珍发出了起
航命令。当“黄安舰”缓缓驶向外
海时，引起停泊在周围的美国西太

平洋舰队 875 号巡洋舰的怀疑，
并打信号询问。鞠庆珍以“风浪
太 大 ，择 地 避 风 ”为 由 骗 过 美
舰。为了防止被敌机发现，“黄
安舰”全舰熄灯，在黑暗中全速
前进。

2 月 13 日凌晨 5 时，“黄安
舰”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因解
放军陆军不懂海军的灯光信号，
当发现有“敌舰”靠岸时，机枪和
山炮齐发。情急之中，鞠庆珍当
即命人找来白布悬挂“白旗”，并
用舰载探照灯照亮“白旗”以示

“投诚”。2 月 16 日，华东军区司
令员陈毅签发命令，给全体起义
官兵每人晋升二级，鞠庆珍升任

“黄安舰”舰长。

鲜为人知的统战旧事

“黄安舰”起义时，原计划北
上石岛，但王子良提议南下，与国
民党南撤线路一致，这样即使暴
露了也好蒙骗过关。鞠庆珍采纳
了这个意见。

“黄安舰”起义后的十多天，
军舰仍停在堆沟港。参与起义
的上等兵张大同因犯阑尾炎吃
了几粒鸦片丁止痛后就困了，卫
生员让他裹着棉大衣躺在后甲
板上，并顺手盖上了伪装军舰用
的稻草。不知躺了多久，迷糊之
中听到甲板上有人窃窃私语，密
谋如何把船开走，张大同从稻草
缝里认出是轮机部的吴照清、陈
其宝、马树本和航海员杨育荣、
报务员吴声明等人，断断续续地
还听到“船上没有黄金……把船

开去台湾或日本肯定赏钱……”
等内容。

事后，张大同将该事报告了
“黄安舰”政委赵凯。赵凯听后，
暗地加强了警戒和看管。一周
后，赵凯宣布接“上级指示，要起
义人员轮流去新浦参加学习培
训”，第一批被选中的十几位学
员中，就“恰巧”包括了那几个密
谋“卖船”的官兵。“学习培训班”
没费一枪一弹就化敌为友，把有
意反叛的人员改造成继续革命
的同志。其中，吴照清后来还入
了党。

值得打捞的海底记忆

1950 年 2 月，“黄安舰”被命
名为沈阳号。作为大队长舰，与

“西安”“长沙”和“济南”号组成
第二大队，编入华东海军第六舰
队。在反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
海战中，沈阳舰配合鱼雷快艇击
沉、击伤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等
多艘舰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舰
一直活跃在保卫海域、保护渔民
的海疆前线，并不断探索新航道，
为解放台湾做战前准备。其中，
试航成功的西虎门水道，就将舟
山基地出海时间缩短了两三个小
时。1955 年 1 月 18 日，沈阳舰与
南昌舰等组成护卫舰编队，参加
了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的
一江山岛战役。

“黄安舰”作为人民海军的第
一舰，在海军诞生的过程中具有重
要意义。 王夕源

人民海军“第一舰”不为人知的统战秘事

在人民海军成立75周
年之际，由81岁的青岛市党
史专家、市政协文史委原主
任吕温泉创作的电影文学
剧本《智取首义舰》最新修
订稿日前完成。

黄安舰于 1949年 2月
12日由青岛前海起义。这是
国民党第一艘起义的军舰，
也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
的第一艘军舰。电影文学剧
本《智取首义舰》通过对该舰
起义事件的全程描写，揭示

了蒋家王朝必然灭亡、代表中
国人民意志的共产党必然胜
利的铁律。吕温泉说，如今，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
迈进了新时代，享受着从未
有过的尊严与幸福，但是，我
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先辈为
了美好的今天而抛头颅、酒
热血、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

吕温泉，1979 至 1983
年负责青岛市政府“青岛革
命斗争史征编组”工作时，曾
征集采访过七十多位青岛地
下斗争的领导人、当事人。
1983年后又负责青岛市政
协文史资料工作17年，征编
过数百篇敌我友三方的亲历
性史料。2016年，应青岛市
有关方面邀请，吕温泉创作
了纪念青岛解放70周年献
礼文艺作品、35万字的长篇
小说《青岛谍云》。2018年6
月，长篇小说《青岛谍云》已
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并全国发
行。该作品描写了青岛地下

党工作的几个重大事件，其
中包括“黄安舰起义”事件。
2018年吕温泉将黄安舰起
义部分摘出，单独改编为电
影文学剧本《黄安舰谍战》，
2020年6月16日，修改并定
名为《智取首义舰》。

吕温泉说，40年前，他
曾数次采访过青岛地下党
的总负责人，以及黄安舰
起义的领导小组成员等，
特别是起义领导小组组长
鞠庆珍。38年前鞠庆珍向
吕温泉来信，叙述了黄安
舰起义的全过程。2019年
纪念青岛解放 70 周年活
动期间，青岛电视台还专
门采访并播出了吕温泉关
于黄安舰起义的专题讲
述。“创作该部作品旨在传
承我党精神，继承红色基
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
伟绩，凝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本报记者

艺术再现人民海军“第一舰”传奇

电影文学剧本《智取首义舰》创作完成

现在中国军舰出访各
国已经成为常态远洋航行
的一个部分。1985 年 11
月 16 日，由海军 132 号导
弹驱逐舰和 X615 号综合
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编
队驶离上海吴淞军港，开
启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这
是新中国人民海军舰只首
次正式出访。

马六甲“偶遇”潜艇

离开上海的第 11 天，
编队进入著名的马六甲
海峡，突然值更战士报告
后 面 尾 随 着 一 艘 潜 艇 。
编队指挥员聂奎聚要求
X615舰放慢速度，过了一
会儿，潜艇赶上来，有 6名
外国军人正拍照，艇指挥
塔围壳上站着大胡子军
官，军旗是米字旗加一颗
星，证明它属于澳大利亚
海军。当艇驶过我编队
右舷时，吹起致意哨，那
名 军 官 举 手 敬 礼 ，旋 即
132 号舰信号兵鸣一长哨
回礼，同时舱面人员向潜
艇行注目礼。

经照片核对，与我军
“邂逅”的是澳海军奥伯
龙级潜艇“奥赖恩”号，它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常驻新
加坡，针对南海、印度洋
甚至日本海执行侦察活
动，有时还会尾随苏联太
平洋舰队。

异国总能遇“知音”

12 月 8 日上午，中国
海军编队终于抵达此访
第一站——巴基斯坦卡

拉 奇 ，这 个 被 称 为“ 巴
铁 ”的“ 全 天 候 伙 伴 ”以
最 高 礼 仪 迎 接 ，不 仅 出
动 两 艘 驱 逐 舰 迎 接 ，还
安排墨诺拉炮台以 21 响
礼炮欢迎。

交往中，巴海军完全
敞开大门，像当时中国还
没有的 6800 吨级大型驱
逐舰“巴布尔”号，中国官
兵看到许多有价值的东
西。巴海军还把刚引进自
法国的阿戈斯塔级潜艇开
到卡拉奇，邀请中国朋友
从头走到尾，要知道该艇
比当时人民海军主力 033
型潜艇更先进。中国军人
见到的巴方朋友，几乎每
个人都对两国历史了如指
掌，有些人还去过中国，有
些是短期访问，有些是一
两年的留学。

18 日，编队到访斯里
兰卡首都科伦坡，根据斯
方要求，编队不悬挂斯国
旗，也不鸣礼炮，两舰并靠
伊丽莎白一号码头。与巴
基斯坦的大张旗鼓不同，
斯里兰卡海军对中国很热
情，规格也比较高，但在对
外宣传上却很低调，这与
当时南亚政治环境有关。
另外由于斯海军规模较
小，只有一些小艇，加上科
伦坡港是国际商业码头，
因此并没有什么互相登舰
的活动。

24 日，编队来到第三
个访问地——孟加拉国吉
大港，孟海军猎潜艇“德乔
伊”号赶来汇合。根据安
排，132 号舰停靠一号码
头，X615舰则在 C锚地停

泊。26 日上午，在“德乔
伊”号引导下，132 号舰正
式驶入吉大港，港内的孟
军舰挂满旗帜，舰员站坡
欢迎，双方均鸣放 21响礼
炮。这艘领航的“德乔伊”
号也有个小故事，它本是
1985年12月1日中国刚刚
交付孟方的一艘 037 型猎
潜艇，也就是说这艘中国
猎潜艇来到异邦还不满 1
个月，就来为故国访问编
队领航。

海上传递友谊

12月 30日，出访编队
离开吉大港，踏上回国的
航程。1986年1月9日，出
访编队抵达海南岛休整，
12 日继续踏上归程。就
在途中，还有一次重要的
海上外事活动。12 日，根
据中美两国两军预定的计
划，中美海军共 5 艘战舰
在海上汇合，美舰先后与中
方编队组成了单纵队、双纵
队等队形，双方收发旗语11
挂、灯光报文46份。美舰主
动组成单纵队从我编队右
舷150米处通过，向中国战
舰致敬，双方舰员列队站坡
互致问候。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中美海军舰艇首次海
上友好交往，整个过程持续
了9小时。

与美舰分手后，编队
继续北上，于 1 月 19 日胜
利返抵上海。此次出访历
时65天，航程1万多海里，
表明人民海军已具有编队
远航的能力，在海军发展
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王笑梦

1985年人民海军军舰首次出访趣闻

1953年版人民币的5分纸币上印着
一艘巨轮，这艘巨轮便是建国前夕第一
艘起义的商船——海辽轮。1949 年 9
月，该船在应国民党军差遣从香港开往
汕头的途中，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船
长方枕流的精心筹划下，历经艰险成功
地驶进解放区大连。

方枕流原本是四川万县海关船上
的大副，和船长刘双恩（中共地下党员）
朝夕相处，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抗
战胜利后，两人虽分处两地，但一直保
持联系。1949年初，刘双恩在香港开设
航运公司，为解放区转运物资，并希望
方枕流能将海辽轮开到香港起义。同
年 9 月，国民党命令海辽轮从香港起航
前往汕头接运军队，方枕流觉得时机已
到，开始策划起义。

方枕流与船上的积极分子组成了
起义核心小组，对船员进行思想鼓动，
增强起义信心。他们故意报告船只需
要修理以拖延时间，迷惑敌人。9 月 18
日，香港海面大雾，方枕流下令秘密开
航，并在途中宣布起义决定，全体船员
积极响应。饱受国民党压迫的船员们
纷纷表示支持起义，决心与船长共同奋
斗到底。

起义后的航线充满惊险，方枕流和
起义核心小组动员全体船员伪装船貌，
涂掉船名，改变悬挂国旗，以避免敌人
侦察和轰炸。他们还与敌人周旋，虚报
开航时间和船位，争取时间。经过八天
九夜的艰苦航行，海辽轮于 9月 28日成
功抵达解放区大连港。

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大连办事处主
任徐德明等领导前来慰问，起义船员向
党中央发出致敬电，表达归属感和为新
中国事业努力的决心。10 月 1 日，海辽
轮庄严升起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
生。毛主席回电祝贺起义成功，并号召
全国海员效仿。

海辽轮光荣起义的消息，有力地鼓
舞着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原招商局和
许多流转海外的广大海员。他们纷纷
群起效仿，通过秘密串连，1950年1月15
日，停泊在香港的 13 艘海轮，在香港招
商分局的组织下，同时升起五星红旗，
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此又激起滞
留在港、澳和南洋的中兴、民生、海鹰、
中华等民族私营航业的 21 艘海轮的北
归。广大海员和私方航业人员回到大
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新中国的
海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荣华

海辽轮：第一艘起义的商船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同日下午1点30分，张
爱萍将海军筹备人员一共13人（5
名干部和 8名战士）召集在一起，
在泰州白马庙——三野渡江指挥
所的两层小楼里，召开了一次会
议，正式宣布华东海军于今天成
立。此时此刻，这支海军只有 13
人，所有现代化机械装备仅美制吉
普车 3 辆，无一艘现代化战舰。
1989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确定，
1949年4月23日为人民海军成立
日。

就在这一天，国民党海军给
人民解放军海军送了一个大大的
礼包。4月23日下午3点30分，也
就是会议召开的两个小时后，原
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
1200余名官兵、25艘船艇，在南京
笆斗山江面起义，投入人民的怀
抱。

为了网罗海军人才，张爱萍
到上海后，于 1949 年 6 月的一天
在《大公报》上发表招聘启事，主
要内容是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
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
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
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
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
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
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上海办

事处设在重庆南路 182号。接着
又派人到青岛、福州、广州、厦门
等地设立了登记办公室，在报刊
上公布了登记手续和办法，并强
调指出：“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
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
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
制造、枪炮、通讯、测量、军需、医
务，或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
记。”

张爱萍回忆：“此举效用甚
大，短短几个月中，报名登记的已
达 1100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海
军元老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
曾国晟、罗柳溪、马瑞希、吕美华、
杨沧活、江伟衡和金声同志介绍
的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副主
任（代主任）徐时辅等原海军人
员。为了这些海军人员的来到，
我们曾多次召开欢迎会。我在欢
迎会上说：这样的欢迎会今后我
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开下去，一直
开到台湾去！对此，著名的歌唱
家朱崇懋特地谱了一支歌《把欢
迎会开到台湾去》，有力地激励着
原海军人员参加人民海军行列。
这样，连同第二舰队和其他陆续
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投身到人
民海军来的已达 4000余人，形成
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

董伟

张爱萍为海军招聘人才

1970年 12月 26日，毛
泽东 77 岁生日当天，中国
首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成
功下水。随后，按照周恩
来总理分阶段试验的指
示，核潜艇从1971年开始，
历经三个阶段、26次出海、
近200项试验，累计航程超
过 6000 海里，终于完成了
所有试航任务，并初步制

定了《核潜艇训练大纲》。
这一壮丽成就标志着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
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日，是一
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日子。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渤海
湾畔举行了交艇命名仪
式，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
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将该

艇命名为“长征1号”，并正
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那
一天，军旗在核潜艇上冉
冉升起，标志着中国海军
力量的新篇章正式开启。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与
试航，不仅展示了中国海
军的雄心和实力，也体现
了中国科研人员的智慧和
勇气。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启新篇章

1949年2月12日元宵夜，国民党
海军“黄安舰”舰务官鞠庆珍，率 63
名官兵在青岛起义，开创了国民党海
军舰艇起义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