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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编辑、付梓、出版之时，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盛世送别奥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建国
六十周年大庆、筹办世博会召开。
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都将被一一记录在册，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成为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标高。
作为肩负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重任的档案工作者，在欣逢盛世、共襄盛举的同时，谨以此书的
出版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物，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
    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
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和人物命运——那些老档案，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
式的人物和事件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
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
仔细品读这些文章，档案文化的意义跃然纸上——真实、内幕、可读是它主要的美学特征；丰富的档
案信息资源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展示
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密切联系，是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击历史瞬间，注重亲历、亲见、亲
闻，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双重价值，是它所要实现的社会    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播，文明
需要传承。
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为社会所认同。
众所周知，档案所负载的信息资源是全社会最可宝贵的历史记忆，对于维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
实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作为档案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
在这方面，《档案春秋》本着“依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文化、展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做出了卓有
成效的探索，展示了档案文化的软实力，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国
内外广大读者对档案信息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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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覆灭的罂粟花”——外交解密档案中记述的逃缅蒋介石残军溃散始末外交档案解密“波兰事件
”中美对等交换被扣人员的外交斡旋——来自外交部解密档案的报告中国空军档案与拉姆斯菲尔德的
失踪密友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建交高潮周恩来在中国外交破冰之初外交档案解密新中国第一批“使”字
牌照包机按时起飞——外交档案揭密中国代表团当年万隆行在斯坦福，看蒋介石、宋子文档案蒋介石
三次收回香港失败档案判清“曹雪芹画像”真伪八千麻袋“大内档案”流失记详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
案始末1910年，上海股市的“黑色星期五”寻访侵华日军在沪战俘集中营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后的故
宫盗宝案谁杀害了“美丽”牌香烟壳上的美女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
版以后毛泽东原始“学籍档案”发现始末长征也曾很快乐蓝图之夭——民国《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两
度兴衰“协和”的病案报告百年刘庄：“天堂”中的国宾馆我进中南海教太极拳我为宋庆龄保管五万
元人民币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纪事送瘟神：青浦抗击血吸虫病纪事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
——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禁映影片”的禁映内幕“样板戏电影”拍摄回头看影片《南海长城》
拍摄内幕京剧《海港》编创演出的前前后后中国电影史上一桩罕见的“撞车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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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边境线上的阴谋　　1959年8月11日，昆明军区的一份加急电报火速发往云南军区，同时上报总参
、外交部。
据悉逃缅蒋残匪军正在策划破坏中缅关系，制造中缅军事冲突的阴谋，准备化装我军袭击缅军或化装
缅军进攻我军，并令其特务组织收集调查有关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人员越境问题的情报，以便多方进
行挑拨。
　　1959年9月16日，昆明军区再次向总参谋部、外交部报送了一份机密级急电。
该文详细地补充汇报了逃往缅境的国民党“中委员二组”特务李绍清一伙三次化装为解放军到缅甸境
内挑拨中缅关系的活动情况。
解密档案记载如下：李绍清系蒋匪中委二组特务茶树民的部下。
现有47人，共有大十响11支、手枪1支、美造手榴弹4枚，假机枪2挺，仿制我军和缅军的军服及其他便
衣共22套。
8月初李匪带6人化装我军到楚余河地区活动，当地特务王大兴（王系李匪部成员）即向罗孔山官报告
解放军曾到楚余河一带活动。
　　对于这一情况，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
10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向陈毅副总理书面汇报，提出通过我昆明外事处提请缅方注意蒋军挑拨阴谋的
处理方案。
　　10月10日，我外交部迅速向云南外事处发出陈毅副总理批发的加急电报，请云南方面转告缅方，
警惕蒋军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的阴谋。
云南省政府外事处于10月16日面告缅方驻昆明副领事吴拉吞，提请缅甸政府予以警惕。
　　“外交无小事”，一起蓄意制造中缅冲突的外交事件，由于我外交部正确、得当的处理而被及时
化解。
　　档案中记载的李绍清是何许人也，现在已无法查证了，但他身后的这个国民党“中委二组”，却
是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执掌着相当数量的特务组织和正规武装部队。
据解密档案揭示，其时在缅活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达到了7400人左右。
而此类的骚扰、挑拨甚至武装窜扰事件也在边境线上持续了近十年。
　　那么，这支残军武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的呢？
　　　　逃缅残军的“前世今身”　　逃缅残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13兵团第8军709团，归属于李弥、
柳元麟领导。
　　李弥，字炳任，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
1947年11月任整编第8军中将军长，1948年春，升任第13兵团中将司令官。
其部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李只身化装潜逃。
后受命重建第13兵团，并率部去云南。
　　柳元麟，字天风，浙江慈溪人，1907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
柳元麟先后担任过总统侍卫总队队副、警卫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直至总统府少将侍卫长，深受蒋
介石器重。
柳、李二人是同学，颇有私交。
而李弥也极力拉拢这位“蒋校长”的身边红人，以期获得蒋的信任，在组建13兵团时，李弥就多次向
蒋提议由柳担任他的副手，但蒋均以柳侍卫“总统”责任重大为由未予同意，直到1949年国民党大势
已去，柳才被下放出任李弥的副手。
　　1950年年底，在解放滇南的“元江战役”中，李部被解放军击溃，四散奔逃，所辖709团逃到缅甸
后，千辛万苦地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得到蒋介石的手令竟是“断决一切关系，自行解决”。
残军在缅政府军、当地土匪的多次围攻后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在缅甸站住脚。
蒋介石闻知后，认为其可以一用，又将逃往台湾、其时赋闲在家的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派回担当头领，
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继续担任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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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缅初期，国民党的这支武装只有千余人马。
但因缅甸政府忙于对付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无暇顾及这些流亡者，残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提供补
给、援助的支持下，经过扩充后竟达到近2万人，自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占据了面积相当于两
个台湾岛之大的地盘。
　　1951年六、七月间，李弥指挥残军出动6000余人，实施“闪击行动”，侵犯我云南，接连占领耿
马、孟连、锰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
就在李弥得意忘形地叫嚣“光复云南”之际，我云南军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窜入武装进行围剿和
清剿，两次战斗共歼敌近800人。
残军一路狂奔逃回缅甸；我军则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对于盘踞在缅甸境内的残军仅以监控为
主，对窜入我境的残军武装则予以坚决打击。
　　残军受到重挫后，不敢再造次，便在缅北地区盘踞。
为了扩充武装力量、进一步割据地盘，残军需要大量军费维持。
档案揭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有美国政府这个后台，残军最高能获得每月7万美元的特别补助。
但在李弥眼中，这些钱远远不够，他看中了缅北的罂粟资源。
　　缅甸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人将罂粟引入缅甸，缅北地区始有大量农民种植这种利润极高的植物
。
缅甸独立后，这种情况也未有改变。
罂粟果的汁液是制造鸦片的主要原料，美丽的罂粟花因此被人们称为“罪恶之花”。
而用“罂粟花”来形容逃缅蒋残军的罪恶行径一点儿也不为过。
　　残军历来就与罂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护运鸦片、走私黄金、收取保护费，开创了缅北地区
公开以大型武装护运鸦片的先例。
“反共抗暴”是主业，走私、公开护运鸦片却成了许多军官乐此不疲的副业。
著名的大毒枭坤沙早年还曾在李弥开办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里接受过培训。
　　在残军武装的运作下，一条从北到缅甸再到老挝的贩毒通道渐具雏形，它也是后来那条赫赫有名
的“金三角”贩毒通道的前身。
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缅北地区的鸦片产量为100多吨；到50年代末期，鸦片的产量已经达
到了200多吨。
　　　　妖艳的“罂粟花”悄然生长　　有了钱的残军更加横行，他们居然置缅甸主权于不顾，煽动
地方土司、头人公开对抗政府，如此行径当然为缅甸政府所不容。
　　1953年夏，缅甸政府调集了8000名剽悍的克钦族政府军，又用重金招募了近4000名印度雇佣军，
发动“旱季风暴”战役，将残军总部团团包围，誓要清剿到底。
形势危急之下，残军内部对作战的方案大有争论，柳元麟提出了“走为上”的对策，但遭到大部分将
领的否决。
此后，两军一度激战形成对峙态势。
就在残军大部接近崩溃的关键时刻，外线护运毒品的部队火速驰援，彻底击溃缅军。
　　缅甸政府不得已，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
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
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残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和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要求残军撤往台湾。
台蒋方面无奈地表面允诺。
　　“撤军”过程中，残军的内部发生了分歧。
李弥不愿撤退，不愿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盘白白丢掉，认为撤回台湾没有发展前途，故对军令的执行
推三阻四；李弥手下的云南籍将领也不愿撤，认为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将与生养自己的故土远隔千
里。
但柳元麟等“校长嫡系”是“撤军令”的积极执行者。
“撤军”的最后结果，残军仍有3000余人滞留。
蒋介石对“撤军”不力大为恼火，但又奈何不得“在外之将”，自此不再重用李弥，将其架空，让柳
元麟担任实际上的总指挥，加强对剩余残军的掌控，对外则宣称残军已全部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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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年底，残部的番号改为“云南反共志愿军”。
　　至此，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柳元麟也大为收敛，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云南。
每当台湾方面要求上报战绩时，就以小股特务频繁地用“小偷小摸”的方式袭扰我边境，以此向上峰
搪塞、邀功，暗地里埋头休养生息，保存实力。
　　缅政府由于再次应付国内反政府武装而无暇顾及残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年那些事>>

编辑推荐

　　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
，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
件和人物命运。
那些老档案，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式的人物和事件
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一幕幕真实的历
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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