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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6年3月，当“中国秘密警察首脑”、“中国的希姆莱”、“中外闻名的老牌特务头子”戴笠死
讯传来时，蒋介石为之“心伤天丧、五内具煎”而痛哭流泪。
能使蒋如此动情的部下，戴笠或许是第一人。
其间的秘密在于，戴笠及其创办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是蒋奉行反共、排除异己、实行独裁统治不
可或缺的“法宝”。
少年时代与蒋介石有着类似经历的戴春风，在而立之年下决心要出人头地，取“卿虽乘车我戴笠，后
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当下”之意，改名为戴笠，看来他是做到了，即便出的
是恶名。
　　一个原本只是负责收集情报、负责领袖安全的特工人员，何以令人谈之色变？
就因为，他的手不仅仅只限于军界，而是全方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拥有治安权和秘密
监狱，还拥有一个国家的水陆空交通检查权、海关缉私权，这就使全体公民无隐私而言，无时无刻不
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而人人自危，暗杀、秘密逮捕、酷刑严讯的厄运随时都有可能光顾每一个人。
特务政治带来的恶劣影响可谓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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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击鼙鼓而思戴笠一 生当乱世蒋介石立志戴春风改名二 君臣初定溪口晋见考验与赏识“蓝衣社”
辨正特务处的班底三 釜底抽薪力行社全体出动“南天王”失机四 黑刀出鞘六国饭店的枪声杨杏佛喋
血暗杀史量才盟兄之死斧砍唐绍仪五 特工大手笔军统大膨胀中美合作“主任”学“校长”特工“天才
”六 校长做主强大的保护伞威权赫赫为所欲为七 乃君乃臣忠蒋是命金钱与铁链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与
戴笠的“政治艺术”八 如臂使指管束少帅“迎接”杨虎城元老以下军事谍报九 反共高手“深谋远虑
”宣侠父之死军统局内有共产党扑不灭的组织十 蒋汪大斗杀汪精卫之死杀敌除奸十一 对日间谍战游
击乎？
反共乎？
敌后大破坏罗斯福想见戴笠十二 “奇妙”的运用蒋介石·戴笠·周佛海策反乎？
勾结乎？
八十万伪军归麾下肃奸的“学问”十三 命者？
时也！
戴笠不得好死蒋介石哭了命者，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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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君臣初定　　考验与赏识　　1928年，主持浙江省政的周凤岐突然接到一封中央的电报，说：
据报，某方已派奸细多人，潜入杭州进行秘密活动，希从速严查。
周得讯后，即派大批军警、便衣出动。
不几日，抓到一个可疑的汉子，马上严刑拷打，辣椒水灌得鼻孔流血，皮鞭打得血肉模糊，可这个人
就是什么也不说。
正在此人受刑吃苦时，第二封电报到浙，说“中央为研判敌情，如捕获类似奸细嫌疑时，希立即解京
审讯⋯⋯”于是，这个人被解南京。
　　他，就是刚到总司令部从事情报工作不久的戴笠。
　　自溪口晋见回苏州后，戴笠就决心直接投效蒋介石。
不久，他听说蒋介石到了上海，便即赶往上海。
当时，胡靖安正在上海联络黄埔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
但因蒋已下野，经费不足，故多离去，正在缺人之际，恰好戴笠来了。
早在黄埔时，胡靖安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清党时对戴笠印象很深，于是将其罗致为情报员。
当时，胡靖安领着蔡劲军、乔家才、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因无经费，生活非常艰难。
戴笠住在张姓表亲的小阁楼上，时以冷饭烧饼充饥，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积极而认真地工作着。
加之他以前在沪、杭等地闲混时交结过很多朋友，故情报来源也较为广泛。
于是，、戴笠渐渐受到重视。
　　且说戴笠干的是秘密的情报工作，所以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去向。
以后军校迁到南京，他未报到，第六期学生毕业典礼，他也未参加，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毕业。
但军校一直保留着他的学籍，并承认他是骑兵科毕业。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派胡靖安到德国留学，戴笠则在总司令部内负责搜集情报，职务最初为
少尉，后升任上尉参谋。
但他并不在总司令部办公，而是不时地到各处搜集情报，薪水等都由别人代领。
所以，司令部的人极少认识他。
　　他干的是情报工作，有时情报重要而紧急，他又不能直接晋见蒋介石。
据说他屡次请见，都被侍从人员拒绝，于是，他决定“拦车上书”。
　　一天，蒋介石的座车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还未等下车，戴笠就从斜刺里冲过去，手举着情报，边跑
边喊“校长！
校长！
”侍卫们大吃一惊，以为有人行刺，急忙拔枪护卫，并冲上去把他打倒。
侍卫长王世和说：“如戴笠敢再捣乱，即拿送宪兵部惩办。
”但戴笠仍然不懈地去拦车，上条陈，既有情报的研判分析，也有他对情报工作的想法。
如此数次之后，蒋介石见他的情报确有一些很有价值，关于情报工作的设想也很奇诡，于是决定对他
再行考验，派他刺探周凤岐．对中央的意向。
并有意让他被抓获，以观其表现。
这才有了戴笠被抓那一幕。
　　此事之后，蒋介石对戴笠开始信任，亲自召见，慰勉有加，并嘱咐侍从官：“如戴笠有事面报，
准其随时来见。
”　　既有此晋身之阶，戴笠便不辞辛苦地干起来。
蒋介石复职后，继续北伐，戴笠常一人一骑，奔走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两侧，搜集情报。
那时，苏、鲁一带的马鞍，多是木制的。
没有几天，他的臀部被磨破，满裤子血迹。
有一天，在萧山被同考入黄埔的徐亮发现，强迫他到旅馆休养，并请来医生、护士，替他洗涤包扎伤
口，陪住护理。
可不几天，他乘徐亮外出时，连夜离去，又上前线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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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徐亮对人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却，
非怪物而何？
”但在戴笠，却以为自己已年过三十，其他同学有的已官至少将、县长，自己则不过是个上尉参谋，
这次能得校长垂青，必当有重要表现，以求发展。
　　其后，他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名义，搜集军事情报。
当时与他住在一起的是邓展谋，时任六十九军十九师上尉，邓见他白天行动匆忙，晚上回来即在灯下
疾书，很是纳闷，便问他写什么，他说是写情书。
一天凌晨，邓乘戴沉睡之机偷看，才知全是情报。
当时戴笠搜集情报，确是吃了不少苦头。
他因经费不足，经常需要其母亲接济，就由邓展谋代收。
他风餐露宿，先后住过军用敞车、别人檐下，也蹲过车站。
一次，路遇同学王兆槐，见他无住处，便领他到一处空厂房，权歇一夜。
破厂房已通风漏雨，难以成眠，但他第二天又照常精神十足地奔波于各地。
这些表现使他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28年6月，蒋介石视察华北、北平时，戴笠作为随员同行。
　　从戴笠以后的表现和贡献看，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人。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了荡平各派系军阀，先后进行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
而在这期间，戴笠始终穿梭于各军事要地，搜集情报，其中一件事，表现了他突出的特务才干。
　　1929年12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起用的张发奎和驻广西的桂军联合反蒋，组成护党救国军。
12月5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和讨冯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在郑州举起反蒋大旗，自
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
其时，浦口的石友三也起兵反蒋。
一时之间，三方告急，蒋介石急调兵力攻防。
当时戴笠正在潼关，以军事杂志社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
听到唐生智反叛的消息后，立刻急返河南，侦察唐部情形，并伺机联络黄埔学生，准备策反。
他到河南后，在信阳结识的一个小学校长李某，帮助他打探消息。
一天，戴笠到李家，李告诉他，唐生智已下令捉拿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的奸细，并已封锁道路，清查户
口，不许藏匿生人。
这时，戴笠已感到危险来临，脑子急遽地转开了，但表面上却不动声包，佯说晚上可能还要到李家住
宿。
回去后，脱去中山装，换上一件长衫，戴上眼镜，大模大样地住进军警督察处的隔壁——佛照楼旅社
。
对方做梦也没想到眼皮底下就住着奸细。
而这时戴笠已查清军警督察处处长叫周伟龙，湖南人，黄埔第四期毕业，原来是唐生智的特务营营长
。
　　第二天一早，周伟龙正在办公，忽有人报告，说东方白求见。
东方白是周伟龙黄埔时的同学，也是他的好友，于是马上吩咐决请。
等见了面，却不是东方白，乃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汉子。
周伟龙甚是惊怒。
尚未开言，戴笠已开门见山：“我是蒋总司令的情报人员，到你这里侦查情况。
你是校长的学生，和校长作对，必遭失败，不如弃暗投明，为校长效力。
如执迷不悟，我今天就是自投虎口，你拿我这头颅去领赏，可名利双收。
”周伟龙沉吟着，他深知唐生智不是蒋介石对手，不如趁此机会勾上南京，以图进退两全。
于是，将军事部署详情告诉戴笠，并设计助戴脱险。
　　当天中午，周伟龙在宴阳楼请戴笠喝酒，对人说是给朋友饯行，酒后送到车站上了火车。
以后，在蒋唐战争中，甲乙央军情报准确，并有部分唐军被策反倒戈，因而，唐生智迅速失败。
两年之后，周伟龙成为戴笠麾下的特务，以后升至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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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战之中，戴笠更加繁忙，他一面派王孔安赴北平，以改组派代表名义参加扩大会议，一面
搜集情况、研判各方动向，随时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对各派系军阀的打法是：一方面陈兵布阵，击败对方；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收买对方的重
要将领，称之为“策反”。
这是成功的战略。
而这其中，戴笠等人不仅要搜集对方军事驻地、装备、给养、战略、战术等情况，而且要洞悉各派系
之间，每一派系内部各将领的出身、嗜好、弱点、彼此的关系等，然后对症下药，进行收买。
在此方面，可以说戴笠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也没有亏待戴笠。
1931年底，总司令部密查组成立，由戴笠任组长。
“这是戴氏的情报事业，由个人活动而变成组织活动之开始。
”这个单位虽然不列入公开编制，却有一定的人员和经费，有固定的办公地址。
当时除戴笠外，还有马策、胡天秋、徐亮、赵世瑞、郑锡麟、张炎元、方超、唐纵、吴乃宪、王天木
等，人称“十人团”，办公地址就在南京鸡鹅巷53号。
　　转过年来，1932年，蒋介石又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擢拔其于黄埔二期等诸同学之上，
并委以特工大权，可见，蒋介石认定了——这个勇于吃苦，不顾生死，孜孜苦干的黄埔六期学生，正
是自己需要的特工干才。
“蓝衣社”辨正　　1932年初，首先从国外传出消息，说中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蓝衣社”的组织，
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
一时间，“蓝衣社”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甚至在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的情报中，都充斥了关于“蓝衣社”组织的记载。
其中说到“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地下组织特别庞大，并列有组织系统表，言之似乎凿凿。
　　其实，“蓝衣社”的组织并未存在过，只是一种讹传。
其始因概源于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写的一本小册子。
他提倡仿照意大利的黑衫党成立一个组织，一律着蓝色服装。
其中关于这个组织的纲领÷组织体系：计划等写得颇为详细，有呼之欲出之感。
俟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传开后，人们就以为“蓝衣社”真的存在了。
实际上，这个小册子虽上呈过蒋介石，但没有被采纳，而真正的蒋介石麾下的黄埔系军人组织叫“三
民主义力行社”，其中到处杀人越货、密捕刑侦的则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
刘健群的小册子的内容传开、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力行社特务处的行动几乎同时发生，而力行社
及其特务处又是极端机密的组织，外间人不明底细，就把它们与蓝衣社混为一谈了。
　　要想说清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必须先了解“三民主义力行社”。
可以说，蒋介石从任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开始，才把组建特工组织的大权交给他，戴笠也正是从
此才施展手脚的。
而在这一过程中，力行社对戴氏的特务“事业”确实助益非常，力行社又是蒋介石的个人派系组织。
因此，可以说，力行社的发展就是蒋介石个人势力的发展；戴笠特务“事业”的发展，又是力行社发
展的一个“副产品”。
只不过。
后来因顺于时势的需要，“副”反为正——特务处不断发展壮大，力行社反而在抗战中被取缔了。
　　三民主义力行社是内忧外患刺激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政治形势。
首先是外患频仍。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一·二八”事变虽然以签订停战协议暂告一段落，但近
在京畿的炮声却震撼着国民党人的心灵。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1931年11月成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更为严重的是，“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政策使国民党蒋介石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指责，以前追随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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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反共的民族资产阶级转过脸来，严厉批评国民政府，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墙倒众人推，国民党内的各派系这时也纷纷起而攻蒋，内讧不断，战火欲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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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故在今日，无论各方对吾人如何评论，如何攻击，有何阴谋，吾人均应置若罔闻，视若无事⋯⋯
今日工作是否需要特种工作？
今后中国特种工作是否需要吾人来干？
一切听命于领袖耳。
　　——摘自戴笠1943年给特务们手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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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是忠诚无比，一个垂爱有加，主仆二人共同谱写了民国版的“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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