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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伪特工总部或76号，是汪伪特务机关，它是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
部的简称，因所在地为沪西“歹土”极司非而路76号而得名。
它的前身是李士群、丁默邨投敌后，在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扶植下建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关。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逃至上海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丁、李即与汪精卫合流，该机关便成为汪
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及其伪政权的罪恶工具。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帮凶，破坏抗战，血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干
下了无数罪恶勾当，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罪恶的渊薮，令人谈之色变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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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德金（1935—1999），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是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
中国汪伪政权史研究权威学者，著有《汪伪国民政府纪事》、《汪精卫评传》、《朝秦暮楚的周佛海
》、《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汪精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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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编者的话一、魔窟头子一李士群　原是共产党的叛徒　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　投靠日特，甘
为汉奸二、汪伪特务机关建立始末　大西路号　李士群向杜月笙暗送秋波　军统杀李，半途而废　前
台经理丁默邮　与汪精卫合流，汪曼云充当牵线　忆定盘路95弄10号　魔窟——76号　76号的开台锣
鼓　76号内部的组织机构　76号的组织变迁与主要人事三、在号落户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　张北
生的“进见礼”　军统高参、特派员意一一入彀　戴笠亲家、军统金刚下水　青岛的一场特工战　一
字之差，白挨了一顿皮鞭　被上司出卖的蒋晓光与薛达人　善变的胡均鹤　洪帮弟兄的“照顾”　老
上司都已先来了　老虎凳下低了头　脚踏两只船的刘慧　一个个雪球滚进号　张瑞京一变为汪精卫亲
信四、震惊上海滩的血案　向法官开了第一枪　袭击《大美晚报》的前前后后　共产党员抗日挨毒弹
　卢老七无意中杀了相好　吴赓恕刺汪被出卖　中统“美人计”，郑苹如刺丁失败　从优待室的“贵
宾”到小丛林里冤魂　76号吃败仗，李士群恼羞成怒　褚民谊说情反丧三命　军统秘密电台被发现　
平祖仁之死　刺汪不成，大力士毙命　著名化学家方液仙被绑架案　为诈钱财，抓了国民党税官　吴
世宝的横行与静安寺枪战　徒弟杀师傅，认钱不认亲　“病人”杀“病人”的奇闻　曹子白、曹炳生
父子同命　张小通死得尸骨无存　一起毛骨悚然的屠杀案五、汉奸特务之被惩　徐恩曾要了王阆仙的
命　舞女大班，军统杀手　何天风、陈明楚之死与王天木　谭文治自食其果　傅宗耀死于同杜月笙的
暗斗　张啸林勾结日寇，命丧黄泉　号电台台长余玠的毙命六、日伪与重庆之间的微妙关系　待如上
宾的赵秉谷　万墨林的被捕与获释　阶下囚一变为“和谈”使者七、群魔的争斗与火并　李、彭火并
，殃及舞女　丁默邨赶出76号　群魔的离离合合和明争暗斗　吴世宝的起家和他的结局　争夺租界法
权的丑剧八、魔窟的覆灭　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死后的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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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魔窟头子一李士群　　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它因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而得
名。
这一所原属国民党官吏的花园洋房，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侵略者拨给了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关。
从此，这里成为沉渣汇集之所，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等罪恶的渊薮。
　　谈到76号，就会使人联想到这个上海人称之为“魔窟”的头子李士群，他是这个魔窟的始作俑者
。
李士群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特务。
抗日战起，他又与日特挂钩，甘心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原是共产党的叛徒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
因早年丧父，李士群同他的胞妹，由他的母亲依靠种田，抚养长大。
李幼年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
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年龄要比李大五岁，他们的相识，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早年也参加
过共产党）。
叶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要好得多，当她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时，李在上海的生活费用
，可说完全仰仗于　　叶的。
李后来为“C.C”逮捕，叶为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汪伪政
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
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对叶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不为无因。
　　1927年至1928年间，李士群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在1932年于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
查科上海区逮捕。
由于李贪生怕　　早年的李士群　　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
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
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
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3元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
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
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
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
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
会上活动。
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
”（很多很多的意思）。
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
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
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后来丁任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翦建午是社会部的什么长，唐惠民是李士群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时的省
建设厅长。
　　——马世淦《76号霸主李士群》　　丁默邨与陈立夫　　丁默邨早年背叛革命，投入“中统”，
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1935年，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科与军事委
员会特务处合并，　　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
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
他个子矮小，大家都叫他“丁小鬼”。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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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　　《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
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八?一三”事变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又一分为二成立“中统”与“军统”，分别隶属中央党部和军
委会，均称调查统计部，原第三处裁撤⋯⋯。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　　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　　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
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
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
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
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
交给了李。
丁原系共产党员，背叛革命后，为了邀功求荣，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
自应予以严厉制裁。
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
　　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
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
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绰号马大麻子，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
　　旧上海公共租界　　这时马绍武到上海还不久，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活动在租界方面更为活跃，因
之，他把特务活动的重点也放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特别以公共租界为主要对象。
租界警权，虽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能染指，然而在迫害共产党方面，租界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
致的。
同时国民党的许多特务一方面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把搜刮所得，在租界上花
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马绍武就是最好的写照。
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
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
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
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
自己辩解。
双手染满鲜血的“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
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投靠日特，甘为汉奸　　马绍武被杀后，“C.C”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
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
丁默邨被关在上海“C.C”的特务机构里，后经他的老友“C.C”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保释出去，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
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
，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
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曾在“C.C”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闻讯后，携了大宗珠宝首饰，请求“C.C”上海
区派人送她到南京，去看李士群。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
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照顾。
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鬼都能使，何况这些惯于敲诈勒索的特务!马啸天与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后，从此，对李士群另眼相
看。
而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干脆陪同叶吉卿，引见了“C.C”特务头子陈果
夫、陈立夫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
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又有求于他，正施展着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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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数，宁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大科长”垂青之理？
因之，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否是个主犯，都变成了次要问题。
不久在徐科长的一纸“手谕”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
股”　　马啸天，原为国民党中统特务。
汪伪政权成立后，任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第二处处长，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副署长、署
长，后为首都宪兵司令部副司令。
　　叶吉卿做事狠毒泼辣，连李士群对她都一向奉命惟谨。
抗战结束后，叶吉卿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5年徒刑。
1949年初由国民党政府开释，后旅居香港。
　　马啸天那里当了一名侦查员。
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为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的马绍武被杀案，在叶吉卿的努力下，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于不
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1月上海沦陷。
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特务人员，本来奉命“潜伏工作”，但在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却从
南京逃到了汉口。
　　这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特务控制，将“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它的前身是“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又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徐恩
曾任局长。
李士群等一行到了汉口，便被全部安置在旧日租界旭街“中统局”的职员宿舍里。
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因为“中统局临时办事处”也设在那里。
　　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
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
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
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　　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
目，以免中途被截。
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
处处长顾建中。
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
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李士群与川岛芳子　　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早就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傀儡特务组织，最好要拉出国
民党特务组织里的骨干分子来主持。
因为他们富有反共活动的经验，可以驾轻就熟。
　　所以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少将（即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第一任最
高军事顾问）通过国民政府亲日派的关系，将其亲信部属、号称中国通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安插到南
京中华门外江南铁路（南京到芜湖线）的板桥车站任职，充当坐探，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并伺机拉
拢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分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中统局局本部曾通令所属严密侦察汉奸和间谍的活动。
不久，该局接到邮电检查员报告说：“发现南京中华门内板桥火车站有一个女职员逐日收到外地寄来
的巨额汇款，行迹可疑⋯⋯”于是派李士群负责前往侦察。
李到板桥车站去侦察几次，见这个女职员美貌多姿，顿起染指之念。
但川岛芳子是做特务工作的老手，不易接近，未能得手。
之后，南京国民政　　府撤退到武汉，李士群也随中统局前往，仍被派在武汉担任侦察工作。
　　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
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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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董三之后，清水便着李士群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自然满口应允。
于是，由共产党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了。
　　有一天，他在汉口市区巡视，瞥见川岛芳子，当即追踪，伺机搭讪，逐渐熟识，并经常偕同出入
交际场所。
川岛来汉口，是奉影佐指示，继续进行间谍活动，物色情报对象。
在一次酒后，李士群暴露了身份，川岛认为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就逐渐接近，卖弄色相。
李士群神不守舍，往往泄露机密。
川岛为进一步加以控制，又以身相许，满足李的欲望，并诱以金钱物质享受。
李士群从此落人圈套，任其摆布。
当上了汉奸。
　　川岛芳子要李士群提供各种情报，李士群照办不误。
川岛为牢牢控制这一猎获物，进而与李同居。
事为中统的其他特务察觉，遂向局本部检举李的不轨行动。
如为中统局知悉，李士群立即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可是偏偏事有凑巧，这份报告落在李的至友，当时的中统局秘书丁默邨手中。
丁和李不但是中统老同事，而且曾合办过《社会新闻》刊物，有深厚的交情。
丁立即给李士群透露了消息，要他注意；并为李向中统局领导作了解释，李对丁自然感激万分。
　　为防再有败露招祸，李士群与川岛芳子几经密商，决定在武汉沦陷后由川岛介绍他与影佐少将接
头。
李倾心表示，甘供驱策，随即去上海与“梅机关”领导人晴气庆胤中佐和沪西宪兵队队长见面,李被任
为沪西宪兵队侦缉队长。
　　——姜颂平（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副处长）《李士群其人其事》　　二、汪伪特务机关建立始末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华北及华东一些城市后，为了巩固已得地盘，作下一步
进攻的准备，曾施放和平烟幕弹，妄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诱降活动。
而中国居然也有些动摇分子准备上敌人的钩，汉奸卖国贼更穿插其间，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和种
种谣言，意欲影响当时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开始，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等在求和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才有1937年冬季由德国
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的调停；但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甚高，同时因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气焰
嚣张，条件苛刻，蒋介石最终拒绝了陶德曼的调停。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谴责与愤慨，也引起蒋　　介石的忌恨。
蒋介石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也多次受命刺汪。
汉奸们在人民怒火包围中惴惴不安，为了求得苟安、进行报复和镇压抗日群众，讨好其主子，在日本
侵略者支持下，逐步建立和扩大了特务机构。
　　从汪伪特务机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抗战初期，汉奸、投降派相互勾结利用的一个侧面。
　　大西路67号　　李士群到了上海，赁屋居住在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
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
为选赁这样一幢房子，李士群煞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上海业已沦陷，但租界依然存在，仍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尚未直接侵入，汉奸们也不敢在租界公开活动。
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对汉奸分子采取暗杀等手段。
而李士群来到上海，手里一支烂枪都没有。
那时他纵然无力杀人，但如何苟全自己，不能不深思熟虑，细加斟酌。
他辗转托人，才租到了这幢房子，李万分满意。
这倒并不是由于这幢房子建筑新颖，装修考究，而是由于它的环境，正符合李的要求。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　　上海人民反日情绪高涨。
图为1937年9月，有人于上海附近城镇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
（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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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
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
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
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
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
但这毕竟还是他主观的想法，实际是否真能这样，自己也无法作出答案。
为求保命，与重庆的（国　　于是想通过人事关系，“军统”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
它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发生一点微妙关系。
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是章正范，章是李士群在与丁默邨、唐惠民编《社会新闻
》时的熟朋友。
李知道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则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
学生”，由于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是拜把子弟兄，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十分之九都与
杜有关。
汪也因杜的关系，与军统有一些接触，李就利用章的牵线，与汪曼云见了面。
首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大西路67号李士群这幢保险房子里。
汪之愿意与李士群见面，也有自己的目的。
因为这时上海的英、法两个租界，虽仍存在，但租界四周，毕竟业已沦陷，美、英、法等国对日本也
有所顾忌。
日本人要在租界里捉人，虽有一些规定的手续，但仍无异探囊取物，要抓谁就抓谁。
所以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虽把自己打扮得像敌后“抗敌工作者”模样，实则不仅一无斗志，且时
时恐惧着怕给敌人抓去，想预先铺好一条通敌的路线，以备万一出了事，有一条后路可走，免得吃眼
前亏。
汪曼云就是这样想的。
因而一经章正范从中牵线，便欣然从命去看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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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那时候人们说到“七十六号”就没有不皱眉毛的,那是日本人扶植的特务机构⋯⋯我不到10岁就搬
到附近住⋯⋯那时，我们都不敢人“七十六号”门口过⋯⋯你要往里面多看几眼，哪怕是老百姓都要
被抓进去了就很难再出来了。
反映革命烈士李白事迹的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在这里拍出来的。
　　——83岁的上海胡姓老人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
尽了三山五岳的谷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滕滕，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
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
起很大的责任。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是特工机关，我向来对那班人正
眼儿也不看一看的，偶然却把来当作闲游之地亦无不可⋯⋯原来凡特工机关，都是政府所组织的，奉
令执行秘密工作，自然就带阴怪严冷的性格，七十六号则靠上海一班白相人打出来，所以有江湖豪杰
之气。
七十六号是到后来才变得也是阴惨严冷的纯特工机关。
　　——胡兰成《今生今世》　　　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对以“76号”为大本营的中国国民党反共
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他说道，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和平与秩序”⋯⋯如果不对这一组
织加以约束，则新设想的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治和秩序，是颇可怀疑的。
　　——（美）魏裴德《上海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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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伪特工总部特务汪曼云、马啸天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76号建立、演变的过程和李士群、
丁默邨等特务头子的邪恶行径，以及其间发生的震惊上海滩的种种血案，抗日特工虎穴锄奸、出生入
死的感人故事，76号内部倾轧和最后覆亡的内幕，等等。
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孤岛时期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特工组织、日伪特务机关、英美租借当局
等各种力量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历史。
可以说，76号，也是那个特殊年代一座充满了欺诈、色诱、背叛、交易、强掳的人性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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