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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抗日敌后行动》(本书原名。
编者注)是拙著“英雄无名”全书中的二部。
    先前所拟的书名，原是“百战声威”，不能说没有意思，可是却不能一眼看出书里写的是什么，所
以就直截了当地改成“抗战期间上海敌后行动”。
再一想，十个字的书名未免嫌长了些，也实在很少见，几经斟酌，不如光用“上海敌后行动”，比较
来得响亮而有力。
不过，有人指出，若不标明时代背景，恐被误认为是现在所发生的事，因而才决定为“上海抗日敌后
行动”。
    这一部书所展现的，是另一个阶段辉煌而壮烈的新篇，但在内容、主旨和精神上，则与前一部仍然
是脉络相承的。
此外，作者更希望能充分表达出当日在沦陷区的大上海，处于日寇、汪伪以及外国租界甘为鹰犬警探
三面为敌的险恶环境之下，我全体工作同志，艰苦卓绝，奋勇牺牲的真相与事迹！
    书的内涵，就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属“上海区”杀敌除奸的重大案件。
主要是追述“自二十八年(1939)八月至三十年(1941)十月，两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区’同志，全体用
命，表现了最具歼敌威力的重大作为。
”    为什么要剪头去尾，单说“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年十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呢？
因为此一阶段，适值对日抗战紧要关头，也正是作者本人负责“上海区”的时期。
以此身份，记违其事，自然是最熟悉最能存真的了。
    首先需要交代明白的是：“上海区”的作为，只是“军统局”在大上海地区全盘工作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军统局”在此一地区的部署，除了“上海区”之外，同时还有其他的工作单位。
如果再扩大范围来说，在抗战时期，我党政军当局，留置或派驻以及陆续潜入上海的秘密单位，还有
许许多多。
当然，各守各的岗位，亦必各有各的贡献，事实俱在，不待多言。
唯我“上海区”除情报策反之外，却又独具一项特点，那就是不断地用武装力量与敌伪相周旋，并迭
次予以重创，从而树立了震慑群丑，提振陷区民心，坚定抗战意志的国家威望。
    这部书的记述方式，也和前一部不大一样。
以前，作者本人除策划指挥之外，自己还参加了实际行动，迨至到了上海担任区长之后，因为组织机
构庞大，指导层次增多，另方面又必须顾及整体安全，事实上已经没有那种必要，所以对许多案件的
详细过程，也只能在下达命令和审阅工作报告时，知其梗概而已，甚至连当面听取口头陈述的机会也
不多。
因是之故，有许多细微情节和现场上敌我双方的一些小动作，可就写不出来了。
为此，乃不得不多方查询，访问搜集有关数据，俾从记忆深处，再钩现出一星半点。
    “上海区”是“军统局”领导下国内外百数十个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若与其他同级单位比较，
或就一种秘密组织的编制员额而言，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大”、超乎情理的“多”。
在当时固然是为了适应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但毕竟违反了秘密组织利于精简灵活的基本原则，这也就
是导致后来遭遇重大挫败的主要原因。
    “上海区”究竟有多大？
也该略加说明：以往作者服役过的“北平站”、“天津站”乃至河内工作的临时编组，少则十余人，
最多也不过二三十人。
而“上海区”可就不同了，记得最盛时期，竟高达千人之众，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其内外各级区分大致有如下者：    复式区本部有二处至三处，采取流动变换的方式，不固定在一处办
公。
这些处所，由助理处记配属交通、译电诸员分别驻在。
另区本部书记个人住所则综理经常业务。
    联络(接头)站、交通(传递)站内外共22处，其中包括掩护商店等，每处都有联络员、交通员，分别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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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担任所指定的业务。
    常设电台三座，只限与重庆互相通报，三台之间则不发生横的关系。
各台的一般通讯业务由区长指定专人督导；其有关机务上的技术问题，局本部主管单位则直接派有督
察办理，不受“上海区”节制。
此外，还设有预备台一处，以备不虞之需。
    局本部在上海地区又派有主持财务的“总会计”，“上海区”的经费例由“区会计”向其具领转发
。
为求谨密，“区会计”虽只一人，亦另行设址单独办公。
其最使人困扰的是必须保管许多不可销毁的单据，类如房屋顶让契约、经费收支账目、领款收据及购
置发票等等。
由于这些单据包括了项目、人名品名、公司行号名、时间、地址多项，随时随地都有泄密的危险。
一旦落人敌手，就是“罪证”，并且成为追查线索、按图索骥的依据。
我们在敌后工作，这实在是一个大忌。
为了这个问题曾往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它并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着原始单据才能
向上报销，所以迄难获得一个结论。
尽管不断地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工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
号。
结果，这些单据终于成了阎王殿上的勾魂簿。
    为了支持破坏工作，我们要制造并发展一应爆炸或燃烧的简易炸弹之类，所以一处小型的技术研究
室，亦不可缺。
因恐在住宅区内发生意外，更设有爆破器材储存场所一处，我们的术语称之谓“仓库”。
    以上这些，是我们的“内勤单位”，列为“外勤”的，则有以下各单位：    新建高级情报搜集及行
动工作混合编组一组，组员皆受过专门训练，其中不乏留学国外者。
正式名称是“新一组”，全体同志约40人。
    情报搜集单位及一切软性工作的执行者，如策反、反问等，有五个组，各组人数不等，最多的超
过30人。
每个组也都各有其不同的特性，冀能收得运用裕如的效果。
    专事执行行动破坏工作的，编成八个大队，每一大队下分二至四个中队，中队以下，各分为若干个
小组，每一个小组则由三至五人组成。
粗计一下，每一大队平均有三四十人的实力，且均配有超额的轻便武器。
    除此之外，未正式纳入组织体系的，尚有协力“上海区”工作的抗日团体爱国青年干部多人，以及
上级交联的个别人物等，其中外籍人士为数亦不少。
这些人固然各有其社会地位与特殊路线，可也是最难处理的一种特别运用人员。
    这里必须指出：像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工作团体潜在敌后，不仅在我国情报活动史中应属仅见，就是
在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时，也还少有。
而今而后，随着科技进步，环境变迁，这种畸形发展的组织，想必不会再次出现了。
    上级赋予“上海区”的工作任务，项目繁多，依业务分类，有情报、行动、策反、反问、心战、政
战、青运、工运、技术研究、联络沟通等等。
为了切实执行以上这许多任务，一方面遵照上级指示的原则，一方面再根据“上海区”本身的工作能
量，衡其轻重缓急，而后剑及履及，全力以赴。
其所以不惜牺牲偏重于行动工作的理由，是在针对当时沦陷区的现实情况，冀望发挥威力震慑的效果
，以打击敌伪的气焰，振发全国的民心士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当然，行动工作纯粹是真刀真枪、斗智斗力、血肉相拼的事，此消彼长，立竿见影，这要完全依靠
事前的调查、策划和临场的部署与牺牲精神，绝不能碰运气，或存有丝毫侥幸之心。
自笔者负责“上海区”两年多以来，仅就个人牺牲而言，其中为国捐躯、受刑伤残、身陷囹圄者，总
数超出两百余人；论及给予敌伪的打击，除去不能用单一数字表达其绩效者，如情报的功能、反间的
作用、心战的成果等无法加以计算外，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制裁大小汉奸走狗100余名，破坏日寇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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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焚毁军需物资等50余件次，另外，最使敌军丧胆的，是格杀了日本现役武装官兵约60名。
于此，我方牺牲之惨重亦可想见。
至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底作者本人失事被捕后，敌伪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在报纸上以整版的地位公
开发表“案情”，其中有：“情报机构五组名单”、“沪区八大行动除名单”，并附有“蓝衣社在沪
所犯案件统计表”一张，表内分别列出时间、地点、死伤者之身份姓名及行动单位各栏。
其所称各节虽不完全正确，在事隔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当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上好数据了，作者的
老战友黄志远先生，他保存了当日的《新申报》一张及《中华日报》半张，当作为本书的重要参考。
    行动、破坏，总免不了烧杀，就是作者本人，也有时觉得心存不忍。
不过，这是对日抗战时期我政府在沦陷区所采取的一项政策，参与实际工作的我等，都是政策的执行
者，个人不作主张。
征其实，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是正义的和理性的，绝不是嗜杀的人，之所以能够提付那份锐不可当、
奋不顾身的勇敢，多是受了政治信仰和民族意识的支配与鼓舞，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国家的独立
与自主，强敌当前，义无反顾，这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陈恭澍    198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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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1年，蒋介石亲自组织成立“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戴笠负责，后来即发展为名噪一时的“军
统”。

毋庸置疑，军统作为庞大而阴森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我们的党和人民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
们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
据沈醉先生记叙，军统局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者，正式在册人员就达18000多人，而抗战结束时达
到45000余。
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多。

他们有的是在潜伏敌营期间暴露身份，有的是在执行任务时被人出买，有的是在激烈的枪战中死于非
命⋯⋯
那些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有的即便因事关重大而轰动一时，但
事实真相有的被歪曲，有的被神化，大都失去真实性。

如今多半个世纪过去，那一代人都已，经灰飞烟灭。
唯留下一些“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把亲身经历的、记忆中抹不掉的，择其影响重大、惊险
惨烈的案件，按时序分别予以记述”。
即《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亲历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所属，“是为可读”。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亲历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这一部书所展现的，是陈恭澍另一个阶段辉煌
而壮烈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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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恭澍，1907年生，历任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第二处处长、上海区区长，为戴笠
手下“军统四凶”之一。

陈恭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作为军统的骨干成员，他一生只负责一件事——“外勤”，即
制裁、刺杀行动。
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行动案件，为军统服务期间，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大案。
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军统第一杀手”。

不仅如此，他还精通编辑，写一手好文章，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
，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

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
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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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霎时间发生了巨大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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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上海区”内勤方面的结构与组成，在上一节中已经勾画出一幅轮廓，虽不十分明晰，总算有了
个大样。
接着，该说到外勤方面了。
笔者对于全区所属外勤单位的各种静态与动态实在记不清楚了，如果要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交代出
来，的确是个难题。
最近几年，遇有机会就请教或求证于“上海区”的老同志们，言谈之间固然纠正了不少“误差”和增
进了许多“新知”，可是却仍有好些个问题得不到趋于一致的解答。
就连我们时常聚会且无所不谈的当时任“上海区”书记，后来又担任局本部人事处长的郑修元兄，和
当时任“上海区”助理书记，其后又调充行动大队长的刘原深兄，也同样的有些个事想不起来或搞不
清楚了。
实在难怪，毕竟有四十多年了，私下里既无文字记录可资稽考，公家的档案中又不便随意去翻腾，光
凭硬记，也就难免不无毫厘之差了。
    还有一层，外勤的更调频繁以及不断地递补新人，都是不容易入记的原因。
其次，内外勤的接触机会不多，尤其是笔者本人，在两年多时间中，和外勤单位正副主管见过面的，
谈过话的，只占几十个外勤单位中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是一两次而已，这样，印象怎么会深？
因是之故，以下所记，是经过我与郑、刘两兄互相参证过的。
    外勤，是一切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打先锋，陷头阵，永远站在第一线，他们所冒的危险，远超过一
般内勤。
抗战不到三年，已然牺牲了无数的英雄好汉。
他们，却多数无名无籍。
    外勤单位，包括情报组、行动队以及直属员等，不限定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上海，有一次19个人同案被捕、多人死难的记录，这应该列为最光荣的一个单位。
    外勤单位中有一小部分工作同志，迄今不知生死，文中如果提到他，将不道及姓名，以免受到伤害
。
    下面就是“上海区”外勤单位情报部门的剪影。
    “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大学毕业，中英文俱佳，短小精悍，富于机变，甚有才能，他联系
着好几条高级情报路线，其中有一名是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的内线关系，亦由该组发展联络。
其中，除中国籍的警官外，还有两位英国人和两位法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有胆识、肯担当
，在维护我们工作安全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笔者和朱啸谷组长会见过一两次，因为敌伪搜捕日急，已难于在上海立足，未久即调往“忠义救国军
”任政治部主任去了。
其所遗组长职务。
由新建立的“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同志兼理。
    “情报第二组”：我对这个组的印象比较淡薄。
组长刘健，湖南人，资深同志，精明干练，工作经验丰富。
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在我任区长后，不到半年他就调走了。
接替他任第二组组长的，是区部助理书记胡尚武同志。
这个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构成分子以湖南省籍的居多，在伪组织中布有内线。
同时，该组也搜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不仅在共产党“上海特委”方面有很好的关系路线，有时还可
以伸展到“中共中央”。
    “情报第三组”：组长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
张圣才他调后，葛越溪继任组长，这一组好像清一色都是福建人。
二十九年(1940)任伪组织杭州市市长的吴念中兄，也是该组的成员之一，他也是福建人。
在上海，笔者和张圣才、葛越溪都没有会过，到了1951年，在香港才认识了葛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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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不归队”的国大代表，为什么？
不清楚。
我们在香港为了布置“大陆工作”曾有过一段交往。
我对于该组有一种观感，总觉得他们别具形态，如果用“官僚政客”作形容，虽不适当，却也近似。
    “情报第四组”：这一组的特性着重于搜集“社会情报”。
“社会情报”虽偏向于地方琐事，但对于行动工作以及一般活动的查证，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组长盛志成是位女性，颇有作为，可惜没有见过。
    “情报第五组”：更换过好几任组长，先前是时寿章，后来有朱岑楼等，其间另外还有谁，一时实
在想不起来，也许写着写着会突然勾起回忆也说不定。
说出来难为情的一点是，不知在这个组里，竟早就潜伏有共产党分子，当时我们未曾察觉，数年后，
这个人在一个偶然机会中被发现，从而证实了这件事。
    以上是“上海区”所属五个情报组的大概，此外，负有情报任务而未纳入编组的还有“直属通信员
”以及不受“组织”约束的个别情报路线等。
    以下是行动部分，计有八个大队，每一个大队分为若干分队，全队各约三五十人不等。
    “行动第一大队”：这个大队没有实任的大队长，名义上由前代理区长赵理君兼，实际上是由区本
部直接领导该队所属的三个分队。
二十九年(1940)底，则由刘原深同志代理大队长。
    该大队第一分队是全队的主力，分队长相强伟，嵊县人，出身草莽，不甚识字，讲义气，重言诺，
只要是他点头答应了的事，当真是“闲话一句”。
正因为如此，我曾当面交付他任务多次，件件都奋勇而为。
    第二分队长刘全德，早年在江西混过一阵子“红小鬼”，后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枪法熟练，勇敢
拼命，是出色的行动人才。
我在区长任内并没有见过他，后来我用他为贴身侍卫，结果闯下杀人大祸跑掉了。
    第三分队长周西垣，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印象最深的是他给第～行动队带来了灾难。
    这三个分队虽同属于一个大队，但相互间并无串联，也就是不发生横的关系。
    “行动第二大队”：全队有五六十人，必要时还有潜在实力以资调补。
大队长吉震苍，化名赵圣。
这位大汉，我约见过，相貌堂堂，八面威风，随意往哪里一站，都有顶天立地的气概。
    这一队的组成颇有来头，据说是我们戴先生和上海闻人杜月笙先生的一项合作，也是杜先生给予戴
先生的一种支持。
所以该大队的一般主要干部，不是杜先生的“学生”就是“门下”。
    在“上海区”的指挥系统来说，“第二大队”是“上海区”所属的一个行动队，和其他各队受同等
待遇，亦按规定发给“生活活动费”，同时也有绝对的人事行政权，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该队的“背景
”，平常也很少有人提起这回事。
    “第二大队”有一个分队长名陈默，我在职的时候因为他工作表现好，所以记得他的名字，可是并
不认识。
后来我有难逃到浦东，恰巧投奔到由他指挥的游击总队。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很出过一阵风头，可惜好景不长，为了一桩很不值得的事，只落得厄运当头，以
身殉法。
他如果不是刚巧陷于一阵整肃旋风里，当不致死。
    “行动第三大队”：大队长蒋安华，军校前后期同学，贵州人，在上海，可以说已经生了根。
全队约五十人，实力相当平均，而且够政治水平，成立编组已有两三年，迭有工作表现。
我到职后，再予以加强扩大，用为全区的主干。
更因为有一层同学的关系，我和蒋大队长间的个人接触也较多，不仅常常会晤，有时候尚且当面提出
工作问题共同研商，可是我和其他外勤单位的主管却不曾有过。
要表明的是，我可没有培植私人势力的念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那一套。
后来渐渐有了认识，才知道干特工的根本无所谓个人势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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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第四大队”：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谁？
笔者接任之始，人事尚不熟悉，故难肯定。
照我记得万里浪是副大队长，而大队长一职则另有其人。
可是照郑修元兄的文中记载，万里浪就是该大队的大队长。
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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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抗日敌后行动》是陈恭澍“英雄无名”全书中的二部。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亲历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这一部书所展现的，是另一个阶段辉煌而壮烈
的新篇。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亲历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的内涵，就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所属“上海区”杀敌除奸的重大案件。
主要是追述“自二十八年(1939)八月至三十年(1941)十月，两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区’同志，全体用
命，表现了最具歼敌威力的重大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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