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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错综复杂，也是最危机四伏的年代，从辛亥
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从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到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从国共
两党第一次合作到“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九·一八”事变日军陧华到“一
·二八”事变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历史的纷杂长卷在各种力量的互相倾轧和斗争中展开，这一时
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斗争之复杂，参与力量之多，局面之混乱，都是空前的。
就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国内连续发生了许多起举国震惊的重大杀手事件，其中既有侠肝义胆的乱
世英杰除叛锄奸、手刃敌寇的舍生义举；也有心狠手辣的恶魔鹰犬心黑手辣、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还有黑幕重重、扑朔迷离的民国迷案。
本书就将带着读者揭开历史的帷幕，走进那段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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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侠肝义胆　乱世英杰　　第一章　舍身除奸美女杀手郑苹如传　　张爱玲小说《色戒》
原型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
上一片白色的天光。
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
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
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
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
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
对女人。
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
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
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
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
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　　这是作家张爱玲小说《色，戒》中对关键时刻主人公王佳芝心理的一段描写。
《色·戒》讲述的是在二战期间各股力量交织混杂的上海发生的一起蓄谋刺杀案件：抗战时期，一班
知识青年欲施展美人计刺杀汉奸汪精卫属下的特务头子易先生，派出女学生王佳芝扮成少妇．假装因
香港沦陷搬到上海从商。
　　王佳芝搬进易先生家后与易太太成为朋友，经过两年精心铺排，成功勾引易先生到一家珠宝店，
由同谋下手刺杀对方。
但关键时刻佳芝对易先生动了真情。
当杀手到达珠宝店外时，佳芝的感情压过了理智，竟通知易先生逃跑。
易先生虽然因佳芝救了他一命而一刻感动，但脱离险境后，他还是动了杀机，安排封锁珠宝店一带将
王佳芝等人赶尽杀绝。
　　就这么突然间一刹那的感觉：“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王佳芝放跑了汉奸易先生，两年的精心设
局归于失败、她自己也命丧黄泉。
在张爱玲心中，女人就是这样，永远是感性的和感情的动物，这一刹那“真爱”的感觉，两年的精心
设局也忘了、同盟挚友也忘了、爱国热情也忘了、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忘了，只有这一刹那“真
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一“真爱”，整个世界及生命都是可以放弃的了。
　　国际著名导演李安有感于这个谜一样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2007年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色·戒
》。
　　《色·戒》是张爱玲唯一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写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才发表，30
年间修改过数次。
尽管在大陆这部小说不太受关注，却是张爱玲自己极为看重的作品。
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脱胎于历史上1939年上海著名的“丁默邨郑苹如案”，事件的真实经过远远比小
说当中更加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上海滩知名美女　　小说中王佳芝的原型人物郑苹如，生于1918年，祖籍浙江兰溪，是中日混血
儿。
　　其父郑钺，字英伯，早年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从孙文革命加入同盟会。
后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母亲木村花子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态度，婚后随郑英伯来华参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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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革命活动，改名郑华君。
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
日语。
　　抗战时期上海沦陷，郑苹如一家由于母亲是日本人的关系得以继续留居上海。
郑家当时住在重庆南路205弄的万宜坊，与邹韬奋家为邻，这里曾居住过许多名人，其中包括作家丁玲
、张天翼等。
郑英伯成为陈果夫的侄子、国民党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的重要助手，抗击日本对华侵略。
　　当时，郑苹如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她容颜端丽，举止斯文，气质柔美，颇有大家闺秀风采，是
上海滩有名的美女。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上海最具影响力的第一画报《良友》7月号第130期就曾以她的照
片作为封面，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受家庭和时局的双重影响，郑苹如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国民党中统，成为中统上海
区的情报员，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
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凭借着青春貌美，加上通晓日语的女学生身份，郑苹如很快就打入了日本军统
官员的内部，周旋于日寇重要军政人物之间。
　　善于交际的郑苹如在日伪高层社交圈活动时，曾和日本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
继而又通过早水亲重的介绍，结识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
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
　　绑架日本首相之子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突然失踪了！
消息刚一传出就被封锁了，日方派出人员秘密的查找近卫文隆的去向。
后来。
近卫文隆总算平安归来，但这不是一场虚惊，而是郑苹如精心策划的一起政治绑架。
　　近卫文隆原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毕业后他来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供职。
过惯了美国夜生活的近卫文隆不甘寂寞，经常到市中心娱乐场所消遣，厮混于上海滩夜总会。
很快，通过日本和谈代表早水亲重的介绍，他认识了郑苹如，深为郑苹如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坠入
情网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近卫文隆为了讨得美人欢心，时常邀请郑苹如到上海滩各大夜总会游玩。
对她大献殷勤。
由此郑苹如曾经策划绑架近卫文隆，意图通过控制近卫文隆要挟日本，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
一天，近卫文隆和郑苹如两人从巴拿马夜总会出来，郑苹如提议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去玩。
想把他软禁起来。
色迷心窍的近卫文隆没有丝毫怀疑就随郑苹如走了。
　　重庆方面得之这一情况后，因恐怕事与愿违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派一边，反而遭到日本军方报复
，便下令郑苹如放弃这一危险的计划，她方罢手。
这才使得近卫文隆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逃脱了这一场成为政治肉票的劫难。
这一史实也已在日文著作《历史的证言》中得以披露。
　　郑苹如是位极为优秀的情报人员，她在日本方面提前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曾
经在1938年8月和12月最先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
可惜当时国民党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建立汪伪政权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
此情报。
此后情报组更加看重她，所以后来把制裁汉奸丁默邨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
　　丁默邨被刺案始末　　丁默邨原是国民党特工系统的人物，跟随陈立夫、陈果夫“CC派”大搞特
务活动。
军统组建后，丁默邨出任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二处处长）、徐恩曾（一处处长）相当。
丁默邨诡计多端，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叛党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但丁默邨为人处事锋芒过露，遭到戴笠忌恨。
戴笠执掌军统大权后，借机构改革之名，撤销第三处，削夺了作为三处处长丁默邨的实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喋血刀锋>>

丁默邨郁郁不得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少将参议丁默邨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在汉奸李士群撮合
下遂投靠日本人，破坏抗战。
　　其时，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租界地区成为“孤岛”。
日方给丁默邨的任务是“制止租界内的反日活动”，开展“与汪兆铭（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作”。
1939年2月。
李士群和丁默邨为首的特工组织建立，总部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丁默邨担任伪特工
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丁默邨在上海大肆破坏抗日组织，血腥镇压抗日人士。
由于他对中统与军统的内部机构及活动规律一清二楚，因此在特工战中，中统与军统常常遭到致命的
打击。
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其特务机关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丁默邨村。
　　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　　默邨好色这一弱点，施“
美人计”除掉他。
貌美能干的郑苹如自然成为这一计划当然不二的执行者。
　　郑苹如与丁默邨曾有过“师生之谊”，早年郑苹如在民光中学上学时，丁默邨任该校校长。
当时任校长的丁默邨对这个年轻貌美的学生怀有好感，两人早就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
　　利用这层关系，郑苹如设计在驶往外滩方向的电车上“巧遇”丁默邨以消除他的疑心。
两人相遇后互叙师生旧谊，相谈甚欢，闲聊之际，情意若隐若现。
分手时，丁默邨给郑苹如留下了电话号码。
此后，两人频频约会。
　　由于丁默邨身为汪伪特工头子，时常幽会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索性将郑苹如安排为秘书，她便
能以秘书身份自由出入伪特工总部，以此掩人耳目。
然而沪上风月场中，皆知二人其实为情人关系。
　　丁默邨对自己的学生、貌若天仙的郑苹如十分宠爱。
这个老色鬼以为郑苹如是贪图他现在的权势，愈发得意，在她身上花钱如流水，事事依从，形影难分
。
他一步步地引向中统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当中去。
哪里知道这个貌似涉世不深、恃宠成娇、贪图金钱的妙龄少女正把自己一步步地引向中统精心布置的
死亡陷阱当中去。
　　不过老奸巨猾的丁默邨一向戒备严密．他与郑苹如相会，一向都是由他安排与苹如见面，而苹如
相邀，他则往往虚与委蛇，借故推辞，所以中统一直找不到机会对丁默邨下手。
　　在1939年冬，中统特务组经密商，决定由郑苹如请丁默邨到她家做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
员，然而丁默邨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
计划遂告失败。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在沪西参加朋友宴会，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中统特务得之这一
情报后立即作好了中途截杀丁默邨的计划。
郑苹如这天特意打扮得仪态万方、楚楚动人，赶到沪西陪丁默邨赴宴。
　　宴会结束后，丁默邨说要去虹口，苹如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先送苹如去南京路。
当汽车驶至静安寺路戈登路口（今江宁路）路过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柔声细语地对丁默邨说：
“圣诞节就快要到了，我想买些新衣服。
老师能否陪我去西比利亚毛皮商店选购件大衣？
”丁默邨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
他又心想郑苹如执意要他同去，无非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索要圣诞礼物，于是他便放下疑心随她下
车。
　　两人携手走到皮货店门口时，特工出身警惕性很高的丁默邨就觉察到周围气氛有些异样，他看到
皮货店周围马路上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徜徉顾盼，好像有所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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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丁默邨就意识到有刺客，然而，狡猾的他依然不动声色地陪郑苹如走进店堂。
　　进店后伙计赶忙过来殷勤招呼，丁默邨就站在一旁陪苹如慢慢挑选。
正当苹如在试穿一件貂皮大衣的时候，丁默邨叼起一根香烟，借掏火点烟之际突然从大衣袋里摸出一
迭钞票。
一把散于店中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
”说完就急转身拉开店门，仓皇夺路窜向停在店外马路对面的小汽车。
郑苹如见丁默邮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
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暗杀人员，没有料到丁默邨会不等东西挑好。
就一个人突然冲出店来。
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了马路。
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
丁默邨纵身跃人防弹专用小车，急令司机驾车逃离。
这边枪手们措手不及，慌忙掏出枪来胡乱扫射一番。
子弹打在车身上“哨哨”直响，留下十几个弹孔，但没有伤及车内的人。
丁默邨毫发无伤，扬长而去，暗杀行动就此功败垂成。
　　这样一记败招，已然引起了丁默邮对郑苹如的怀疑，事实上已经暴露了郑苹如的特工杀手身份和
行刺目标，暗杀不宜再按原计划进行下去。
但是郑苹如不甘心就此收场，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　　完成刺杀计划。
　　郑苹如先是打电话给丁默邨，把枪击事件说成是“意外”，称丁是因为从事“和平运动”而遭重
庆政府的暗算，由于自己一时兴起想买皮衣才给了暗杀者以可乘之机，而事情与她确实无关，甜言蜜
语向丁默邨问候平安。
丁默邨电话中装作语气平稳，谈笑一如平日，对郑苹如的安慰表示感谢，两人还相约共度圣诞夜。
　　这通“隋投意合”的电话让郑苹如觉得丁默邨还迷恋着她，没有对她产生怀疑，由此产生进一步
冒险的念头。
但此时她已不便再以秘书身份进入汪伪特工总部，约丁默邨外出的故伎也不宜重演。
郑苹如反复思量，决计在圣诞节这一天两人约会时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前往汪伪特工总部。
准备伺机下手。
同时为了安全起见。
她找来熟识的日本宪兵分队长陪同，以避开门卫的盘查和猜疑。
　　丁默邨对郑苹如的来意心知肚明，但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他还尚在迟疑如何处置此事，而未有所动
作。
不料，丁默邨和郑苹如的电话已被李士群监听。
老奸巨猾的李世群一了解到丁默邨遇刺的情况，立刻对郑苹如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当李士群得知郑苹如在日本宪兵分队长的陪同下来看丁默邨，立即请驻76号的日本宪兵头头涩谷准尉
叫出那个沪西的宪兵分队长，告之以实情。
郑苹如进入特工总部，还未见到丁默邨，就被李士群的心腹扭获，押解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
汪伪特工第一大队驻地关押起来。
　　而后，李士群亲信故意将丁默邨贪色遇刺一事透露出去，成为沪上轰动一时的新闻。
指示大报小报纷纷刊载，对于这起“桃色恐怖事件”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
当时《申报》等沪上报刊者都以为郑苹如是为情所困杀害丁默邨，事件纯属“情杀”。
　　报刊之所以把这起凶杀案作为“桃色新闻”大肆宣扬，首先是为了出于新闻轰动效应的需要，以
色情与凶杀的离奇情节迎合小市民猎奇的151味。
其次郑苹如长得清秀斯文，无论是新闻界还是普通民众都不相信如此一个纤弱女子居然想要设计刺杀
汪伪特务头子，这其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幕后好戏。
　　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李士群会监听丁默邨与郑苹如的电话，并且下手逮捕郑苹如并
将丁默邨遇刺案公布于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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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李士群与丁默邨在汪伪特务系统内部的权势之争讲起。
丁默邨被刺一案实际上成为两人政治较量的砝码，郑苹如则成为两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艳电”后，李士群被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
董三起用，与汪精卫合作为日本军统效力。
之后李士群找到极具特工才能但又在国民党军统内部遭到戴笠排挤的丁默邨，一起联手在上海建立起
伪特工组织。
　　李士群与丁默邨的联合起初是出于互相利用，一旦两人在汪伪集团中站稳脚跟各据地盘，两人便
开始勾心斗角，互相排挤。
1939年5月的伪警政部长职位之争，使他俩的权力倾轧从暗中浮出了水面。
当时，汪精卫内定由丁默邨担任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
李士群投靠汪伪政权当汉奸的资格比丁默邨老，所以对屈居丁默邨之下耿耿于怀，处心积虑要搞垮丁
默邨，扫清挡在自己升官发财道路上的这块绊脚石。
　　1939年12月发生的丁默邨被刺案，正好给了李士群一个绝好的机会。
李士群想借机打击丁默邨，所以不但监听丁默邨和郑苹如的电话，还派亲信逮捕郑苹如，进行秘密审
判。
　　郑苹如在刚开始接受审讯时则一口咬定自己是“情杀”，拒不承认自己是“重庆方面的人”，声
称丁默邨与她相好后，又别有所恋，她心有不甘。
就用钱请人开枪恐吓他。
后来在汪伪特务的严刑逼供之下，郑苹如不得已供认了自己中统情报人员的身份。
　　李士群为了追查有关线索，把郑苹如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
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
郑苹如烟视媚行。
甚至劝诱林之江与她一起逃离上海。
林之江虽然不为所动，但也不敢与苹如对视。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听说此事后曾前往探，晓以生命无常之理劝郑苹如投靠日伪政权，然郑苹如
不为所动。
后来他们又以郑苹如为人质，要挟其父郑英伯，希望他出任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郑英伯以自己有病
在身毅然拒绝。
　　汪伪政府的首脑人物恼羞成怒，对重庆当局不择手段暗杀己方大员非常恐惧恼恨，一致主张非杀
郑苹如不可。
虽然丁默部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郑苹如之死地。
但他行事不慎遇刺在先，被政治对手抓到了把柄，已经颇遭攻讦，故也无力救苹如。
　　1940年2月，汪伪政权下达了对郑苹如秘密执行枪决的命令。
由林之江担任行刑官，押着她到沪西中山路附近的荒郊旷地上执行。
在解押郑苹如上车时讹骗她是解赴南京，不久即可开释。
等到押车抵达中山路一片荒地要她下车时，她已经知道这里就将是她的殒命之地。
　　但是郑苹如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了一口气，对林之江说：“
白日青天，红颜薄命。
你我有数日相聚之情，今若同去，亦不为晚。
若君无意，则有死而已。
唯勿枪击我面，坏我容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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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云乍起，辛亥首义揭开近世中国的沉重帷幕，铸就近代中国一页页凝重而冷峻的历史篇章。
本书以真实为原则，以实录为主要方式，力图客观地再现中华民国近40年历史中涌现出的众多杀手的
真实事迹。
 让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那段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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