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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戴笠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潘汉年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在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完全
不知道。
也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的，只知道戴雨农（戴笠），不知道李克农。
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自己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前辈。
潘汉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rdquo;　  这是1996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重要集会上，一位曾经在中央某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
志发言中所说的一段话。
　  这位老同志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把戴笠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务魔头拿来和我们的革命家潘汉
年相提并论，而只是有感于我们的宣传界和出版界在向当代青年介绍历史人物的某种偏颇和不正常的
现象。
因为众所周知，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
这是一部尖锐、复杂、激烈而又漫长的斗争史。
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和共产党的完全胜利，这也早已被载入了史册。
在这场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中，情报和特工战线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这条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最后胜负的归属也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但是，多年来，尤其是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的十多年来，作为败军之将的戴笠、徐恩曾、毛人凤等，
都成了介绍宣扬的热点人物，尤以戴笠这个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历史罪人为甚。
而反观作为胜利之师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他们的革命经历
及其辉煌的功绩，却一直极少张扬，鲜为人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历史的不公正和现实的不正常现象。
　  造成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
保密，当然是必要的。
但与此有关的制度、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却一直并不健全，很不完善，实际掌握和操作起来，便往往
有很大的弹性、伸缩性，甚至是随意性。
人们为减少麻烦和保险起见，这一领域几乎就成了不便涉猎的&ldquo;禁区&rdquo;，即使有人&ldquo;
冒险&rdquo;去搞了，也难以顺利推出，而往往胎死于腹中。
另一个原因是，隐蔽战线上的许多革命功臣与英雄人物，在经历了长期复杂艰险的斗争之后，尤其是
在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却不幸在自己内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诸如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文化
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中，受到了怀疑、排斥、打击，以至诬蔑和陷害。
在日渐严重的&ldquo;左&rdquo;的思潮影响下，当年这些同志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必须和敌人有所接触
、有所交往、反复周旋，以及深入龙潭虎穴，&ldquo;与魔鬼打交道&rdquo;的各种革命行动和英雄行
为，往往却成了&ldquo;叛徒&rdquo;、&ldquo;特务&rdquo;和&ldquo;内奸&rdquo;嫌疑的证据。
这真是所谓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上曾经屡建卓著功勋，而在解放后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诬陷为&ldquo;
内奸&rdquo;、&ldquo;反革命&rdquo;的代表人物。
由于潘汉年曾经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所谓&ldquo;内奸&rdquo;、&ldquo;反革
命&rdquo;罪名一经成立，同时也就株连了一大批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战友和部下。
于是，潘汉年以及和他类似的一大批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们，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全部斗争业绩，便
长期被完全排除在一切传媒和出版物的介绍宣传之外了。
　  潘汉年，1906年出生。
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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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转入了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中
央保卫机关&mdash;&mdash;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
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高级职务。
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人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大业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
他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出色的贡献。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在党内外乃至国内外，都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解放后，在他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改造
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绩之际，突然祸从天降，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
动中，以强加的&ldquo;内奸&rdquo;和&ldquo;反革命&rdquo;罪名被捕入狱。
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审讯、调查，长期的关押。
由于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2年1月的中央&ldquo;
七千人大会&rdquo;）亲自点名给潘汉年定性定罪，1963年1月他被司法机关判处15年徒刑。
1970年又由中央文革专案组改判为无期徒刑（连司法手续也未办）。
直到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
他被整整关押了22年。
　  然而这却是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
1982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潘汉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并且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称&ldquo;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
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dquo;。
　  潘汉年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多年，但是关于他的一生的丰富革命斗争经历以及蒙冤受难的种种具
体情况，却仍然一直鲜为人知。
其原因是：既有前面提到的属于保密方面的考虑，也有属于某些需要避讳的考虑。
因为冤案的发生无疑是属于历史的&ldquo;阴暗面&rdquo;。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种种可以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曾经英勇战斗过的许多
革命前辈的历史业绩，在今天的各种传媒载体中就显得十分的稀少，甚至是大量的空白。
看看书市上大量反映戴笠其人其事读物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感到对革命前辈的内疚，感
到某种的失职。
　  历史的步伐不停地前进，现在已经是20世纪之末了。
革命前辈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事迹，包括他们所遭遇的许多冤案，距今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有关方面对于保密的要求，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
无须回避所谓的&ldquo;历史阴暗面&rdquo;，已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ldquo;解放思想，实事求是&rdquo;的思想
路线，努力把隐蔽战线上革命前辈们的历史业绩再现出来，使之广为传扬，重放光彩。
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现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就是为此而推出的一本历史纪实性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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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分为上中下三篇，主要内容包括引子、上篇初显身手、危急时刻出任中央
特科情报科长、以血还血严惩叛徒特务首恶、调兵遣将在租界巡捕房收买耳目、长线钓鱼从国民党市
党部打开缺口、兵不厌诈引诱社会局反共分子上钩、斗智斗法巧妙反击“伍豪事件”、不拘一格建立
广泛情报网点；中篇工“过”之间、形势剧变重返情报战线工作、亲临一线构建敌后情报系统、甘冒
风险让袁殊在日本情报机构建立的内线、随机应变和岩井在情报战场角逐、里呼外应把触角伸向汪伪
汉奸高层、八面来风把重要战略情报源源发往延安总部、香港沦陷借助敌手实施撤退计划、重心转移
进一步开展汉奸上层工作、选贤任能刺探日蒋汪暗中勾结内幕、攻心为上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
事出意外被挟持会见汪精卫、一念之差酿成终生苦果；下篇再创辉煌、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烽
烟又起再踏上新的征程、知人善任派遣张建良完成艰难使命、运筹帷幄指挥杨建平开通海上运输线、
胜利在望全面担当中共代表重任、奉调新职为情报生涯划上最后句号。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了潘汉年传奇的一生
。
本书由尹骐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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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骐，汀苏句容人，1930年生，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列，1961年毕业后
长期在高等学校教书。
授课之余，对中国现代作家和中共党史人物做过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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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
在这个非常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一些非常的事件，当时就令人惊心动魄，几乎无法接受，后人自然就更
加难以理解，乃至不以为然了。
然而历史就是那样真实客观地存在着，人们也只有而且必须正视这严峻的一页历史。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以&ldquo;四&middot;一二&rdquo;事件为先导，对共产党人
和一切革命志士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用血雨腥风形容当时的时代氛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数年间，几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杀害。
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人物、堪称民族精英的志士仁人，如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
、蔡和森、向警予、彭湃、夏明翰、恽代英，等等，都先后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
共产党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保卫机关以保卫自己和反击敌人。
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打击敌特机关中的首恶分子。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用所谓的&ldquo;红色恐怖&rdquo;来对付白色恐怖。
特科下属的红队，主要就是为执行这一任务而建立的。
其队伍的构成，大都从工人中选调的精明干练者并加以专门的训练，在意识和技术上都达到了某种预
期的要求。
　  顾顺章在汉口叛变投敌的消息被特科情报干部钱壮飞密报到上海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震惊和
愤怒。
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
对策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所有重要机关立即搬迁地点，以免遭顾顺章和国民党敌特机关
的袭击破坏。
对策之二，就是让顾顺章所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一批领导骨干迅速隐蔽、转移、撤离，以免遭敌特毒
手。
对策之三，就是临时组织一支排除了顾顺章的亲信和好友在内的行动队，展开对顾顺章的追捕和刺杀
。
在此项对策下，有一个较为难办，宽严尺度不好掌握，因而也就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对顾顺章的家
人和亲属该如何处置。
顾顺章原籍就是上海，在上海有一大帮亲属。
顾顺章成了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并掌握了权力很大的中央特科机关后，他的许多家属、亲戚都
追随他或者说依附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而且又大都担任了和顾顺章职权范围有关的机要工作和交
通工作，自然也就知道和掌握了许多的机密。
顾顺章没有叛变之前，他的这些亲属都被认为是可靠的。
但现在顾顺章叛变投敌了，忽然从中共的领导核心人物变成了出卖灵魂的叛徒和敌特机关的鹰犬。
那么，他的这些由他一手培植的亲属将会持怎样的态度，实在是很难预料的。
这些人又大都文化不高、封建宗法意识很浓厚，肯定会有不少人仍要继续追随顾顺章而走到革命反面
去的。
而其中任何一个跟着顾顺章转向的人，都必将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如何处置顾顺章家属这一棘手的难题，中共高层曾有一番议论：有人提出对这些人要全部严
加控制，但究竟怎样才能有效控制这本身就是难题。
有人主张全部处理掉，即全部铲除。
有人认为这未免太过分。
最后决定由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马，带领特科一部分人员前往顾顺章家中探个究竟，以便视具体情
况再做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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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当特科人员到达顾家，直接和顾顺章的老婆张杏华谈话，告诉她顾顺章已经叛变投敌，并
要她表态时，谁知这个也算共产党员的女人竟然说她只能&ldquo;嫁鸡随鸡，嫁狗随狗&rdquo;，一切
还得听顾顺章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科人员在康生的指挥下当即将张杏华和其他几个顾顺章的亲属全部镇压了。
这件事不久就在报纸上被披露了，一时间沸沸扬扬。
这是因为参与这一事件的原特科红队成员李某在汉口被顾顺章捕获后就全盘供认了。
　  潘汉年没有具体参与这一行动。
但他很快知道了这一行动的过程。
他感到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必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种血与火的洗礼。
果然不久之后，他便接受了另一项类似的具体任务。
　  顾顺章的叛变虽因钱壮飞的及时报警，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避免了中共地下组织
的被大量破坏和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的被捕，但是，顾顺章毕竟知道得太多了。
特别是他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多年，十分熟悉中共的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
因此，在他叛变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
损失。
报纸上不断出现一些敌人有意渲染和夸大的所谓&ldquo;破获匪案&rdquo;的消息。
上海的反共机关及其打手们一时便显得猖狂起来。
他们因为暂时地得手和取得了某些胜利而颇为嚣张。
他们以为中共的地下活动受到了突然打击之后会因此而沉寂下来，甚至会暂时停顿。
　  然而敌人的这种&ldquo;以为&rdquo;是完全错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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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汉年是中共老一代的情报特工专家，曾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社会部等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起，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曾先后与国民党、日本人及汪伪政权的情报
、特工部门进行过反复较量，深入&ldquo;虎&rdquo;穴，与&ldquo;狼&rdquo;共舞，出生入死，屡建奇
勋。
五十年代中，因内部肃反而身陷囹圄，二十多年后，含冤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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