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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桥受伤后，很快被送到了海格路的红

十字会医院。 在这里，他因为流血过多最终死

亡。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合乎情理。 然而，在

7 月 25 日的《申报》上，却有这么一句奇怪的

话，“赵既被刺，原拟命车送宝隆医院救治”。也

就是说，一开始，赵铁桥命令车夫将自己送到

宝隆医院救治，但是最后车夫把他送到了海格

路的红十字会医院。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这所宝隆医院，是德

国人宝隆在 1899 年兴建的， 位于当时的白克

路（今凤阳路），在那个年代，宝隆医院的设备

和技术堪称一流。 更关键的是，记者通过百度

地图发现，当时的宝隆医院所在地，距离枪杀

案发生的招商局大楼，不过 2.7 公里路程。 而

赵铁桥最终毙命的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距离

招商局大楼则有 5.3 公里之远。 毫无疑问，将

生命垂危的赵铁桥送到附近的宝隆医院进行

抢救，是最佳的方案。

可是，明明知道时间就是生命，车夫为什

么要舍近求远，把赵铁桥送到红十字会医院？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原来是赵铁桥临时改

变主意， 又让车夫将自己送到红十字会医院，

因为他“忽忆及范争波枪伤，系红十字会医院

治愈”。

让赵铁桥改变主意的这位范争波， 是国

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的常委。 1929 年冬天，

范争波在霞飞路遭遇暗杀， 身中三枪， 然而，

经过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的救治， 范竟然奇

迹般生还。

遗憾的是，将范争波从鬼门关拽回来的红

十字会医院， 面对肝脏受伤破裂的赵铁桥，却

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赵铁桥遇刺身亡震惊上海滩

1 9 3 0 年 7 月 2 5 日凌晨，

一位不寻常的死者被送至上

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 天亮

后，死者的亲属收到了雪片似

的唁电。 唁电的发送者，有南

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国民

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浙江

省主席张人杰、国民政府外交

部部长王正廷等诸多重量级

人物。 在蒋介石发来的唁电

中，还特别表示，要缉拿凶手，

为死者报仇。这位不寻常的死

者是谁？ 他到底为何而死？ 蒋

介石为何要亲自出面为他报

仇雪恨？

闹市区有人遭暗杀

子弹从腰部穿胸而出

1930年 7月 24日清晨， 大约 8 时 50

分， 一辆牌照为 4347 的纳喜汽车缓缓停

在了上海外滩福州路的中国轮船招商局

门口。 车停稳后， 后排车门打开， 下来

了一位精干的年轻人。 年轻人警惕地放

眼四望了一会儿， 然后拉开前排车门，

恭请前排的人下车。

坐在前排的是一位中年男人， 梳着

大背头， 身穿笔挺的西服， 虽然个子不

高， 气度却很不凡。 他下车后， 从容迈

上通往招商局大楼的大理石台阶。 就在

他抬脚的瞬间， 突然响起“啪啪” 两声，

似乎是黄包车爆胎的声音。 听到“啪啪”

声， 纳喜汽车里探出一男一女两个人头。

就在他们好奇地寻找声音来源时， 台阶

上的中年男人突然连声呼叫：“我被人暗

杀， 我被人暗杀。”

中年男人一边喊一边连跨几级台阶，

走到台阶的一半时， 他又转身下来。 纳

喜车里的一男一女吃惊地看到， 中年男

人用两手紧紧捂着腰部和胸口， 鲜红的

血正从他捂着的部位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湿了地面。 原来， 刚才的“啪啪” 声是

子弹声， 中年男人正是被子弹击中了。

肝脏破裂血流如注

纵然名医无力回天

血流如注的中年男人镇定地召集闻

讯而来的武装警察， 让他们迅速向外滩

方向追捕行凶者。 随后， 中年男人被送

到了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 医院派出一

位名叫白良格的白人医生， 会同一位名

叫纪长庚的中国名医， 联合为中年男人

诊治。

7 月 24 日上午 11 时， 医生打开了中

年男人的腹腔， 发现子弹是从右侧腰部

射进， 前胸穿出。 由于子弹穿透肝脏，

导致流血不止， 伤者的脉搏奇快， 达到

了每分钟 160次之多， 生命危在旦夕。 医

生当即决定为中年男人输血， 并断言，

如果他能挺过 72 小时， 生还的几率将非

常大。

当天晚上 7时， 在 5位输血者聚集齐

了之后， 医生为中年男人实施了输血手

术。 然而， 到了晚上 9 时， 中年男人还

是死了， 并被连夜送往胶州路万国殡仪

馆。

就在死者尸体被送入殡仪馆的当天

早上， 也就是 1930年 7月 25 日，《中央日

报》和《申报》等多家报纸纷纷在重要版面

对这起暗杀案进行了介绍。

死者赵铁桥， 时任中国轮船招商局

总办。 他遇害这天早晨， 车上坐的除了

司机， 还有他的夫人黄女士。

王亚樵为何要对

赵铁桥痛下杀手

从 81 年前的报道来看，暗杀赵铁桥

的凶手行事滴水不漏，显然是职业杀手。

是谁雇佣了这些职业杀手呢？ 要回答这

个问题，需要了解赵铁桥其人。

赵铁桥生于 1886 年， 是同盟会会

员，四川反清起义及反袁斗争首领之一。

二次革命失败后，赵铁桥逃亡日本。 1915

年， 孙中山任命赵为中华革命党四川支

部长，兼领北方讨袁军事。国民政府定都

南京，赵铁桥被委任为建设委员，后又赴

上海担任中国轮船招商局总办。

赵铁桥的到任，惹恼了李国杰。李国

杰是李鸿章的孙子，时任招商局董事长。

赵铁桥的到来， 无论是在仕途上还是在

经济利益上，都极大地钳制了李国杰，因

此李国杰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想解

决掉这个麻烦。 他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

了老乡王亚樵。 王亚樵是上海著名的暗

杀王，手下有一群杀手，因行事利落被称

为“斧头帮”。 王亚樵起初对于这桩生意

还有点犹豫， 但是赵铁桥在另一件事情

上的作为刺激了王亚樵。

1930 年初，方振武、石友三等人密

谋讨伐蒋介石，王亚樵也参与其中。赵铁

桥知道消息后，立即密报蒋介石，蒋介石

提前动手扑灭了石友三等人的进攻。 历

来奉行反蒋的王亚樵， 对赵铁桥的这一

做法， 很是恼火。 加之时值中原大战爆

发， 赵铁桥为蒋介石筹备军需物资日夜

操劳，也引来王亚樵不满。于是王亚樵就

做个顺水人情， 表面看是帮了李国杰一

个忙，实际上也完全合乎自己的心意。

蒋介石有没有为

赵铁桥报仇雪恨

赵铁桥被刺，蒋介石很恼火，他对赵

铁桥的家属表示， 要严查此事， 缉拿凶

手。 然而，事实证明，蒋介石没能够很快

兑现这一承诺。赵铁桥死后，王亚樵依旧

叱咤上海滩，一边继续他的暗杀事业，一

边积极抗日、反蒋。1936年 12月，在广西

梧州积极组织反蒋的王亚樵， 最终被戴

笠手下的特务刺杀身亡。

（据《现代快报》）

赵铁桥受伤身亡后，上海的《申报》于 7 月 2 5 日、7 月 2 7 日、7 月 2 8 日

展开连续的跟踪报道。 南京的《中央日报》虽然没有大肆渲染，但也在 7 月

2 5 日刊登了一篇 3 0 0 字左右的报道。 记者在查看这些“旧闻”时，发现其中

疑点颇多。

疑点重重

赵铁桥为何选择了一条主动送死的行车路线

根据报道，赵铁桥平日早晨上班，专车都

是停在招商局的一个侧门， 他由此下车入内。

这个侧门， 开在招商局右侧一条狭窄的巷子

里，门前相对安静。像他这样的实权派人物，肯

定得罪人颇多，带保镖、选线路，是必不可少的

安保措施。

然而， 事发时， 赵铁桥却破例让专车停

在了福州路的门前。 当他下车登上台阶， 打

算进入大楼时， 预先埋伏在大门左侧的杀手

连发两枪。 其中一枪， 击中赵铁桥。

凶手似乎预先就知道赵铁桥今天更改了

行车路线。 是不是赵铁桥身边的人出卖了他？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这天促使赵铁桥更

改路线的， 是他的夫人黄女士。 这天， 由于

夫人要外出购物， 就跟着车一起出门了。 车

子需先将赵铁桥送到招商局大楼， 再拉着夫

人去购物。 考虑到车在小巷子里不好调头，

赵铁桥特命司机将车子停在相对宽阔的福州

路上。 他哪里想到， 杀手就埋伏在福州路的

门旁。

不过，即便赵铁桥像往常一样从小巷的侧

门入内，他也难逃一死。因为据报道，这天袭击

赵铁桥的杀手是一群人，其中一位埋伏在招商

局福州路门旁， 还有几位则扮成黄包车夫，一

直尾随着赵铁桥的车子。 看来，凶手是铁了心

要取他的性命。

案发时刻，保镖刘华为何不见踪影

7 月 24 日当天， 保镖刘华一直陪伴赵铁

桥到了招商局，并为他打开了车门。然而，奇怪

的是，在赵铁桥遇袭的那一刻，刘华却不见了

踪影。 这位保镖刘华可靠吗？ 关键时刻他为何

消失了？

记者查阅了《中央日报》和《申报》连续几

天的报道，整理出了这样的内容：

25 岁的保镖刘华，是山东人，原本担任招

商局的码头稽查，因为他工作出色，被赵铁桥

看中，遂当了赵的贴身保镖。 平日里刘华陪护

赵铁桥左右，身上总是带着手枪。 7月 24日当

天，刘华的手枪因为更换证件，暂时被警方收

留，而偏偏就在这一天，主人赵铁桥被杀手袭

击。说来刘华的反应也是奇快，赵铁桥遇袭时，

他就在身边，眼见两颗子弹打过来，他立马扑

倒在地，假装受伤。那两颗飞过来的子弹，一颗

打中了赵铁桥，另一颗则划过刘华身边。 眼见

主人受伤，手无寸铁的刘华为了保住自己的性

命，并没有出手相救。后来，见招商局的武装警

察蜂拥而出，刘华这才从地上跃起，配合武警

沿着外滩方向追捕逃跑的杀手。

结果可想而知，精心部署了这场暗杀的杀

手，在案发后，早就如人间蒸发一样，踪迹难

觅。

命悬一线，为何不送到附近医院施救

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国轮船招商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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