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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戴笠是众所周知的蒋家王朝特务头子，由他创建和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一个特务组织，它作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对中国政治社会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在对戴笠和军统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本较翔实的专著，不仅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政
治制度和特工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对广大青年进行国情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戴笠及军统组织所进行的特工活动极为隐秘，而有关的档案资料除有些被焚毁外，几乎全部
被携往台湾，这自然是研究和撰述中的首要难题。
好在近些年来，许多当事人写了不少忆述文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台湾方面也陆续出
版了几本有关戴笠的专著和资料，尽管在立场和观点上与我们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其中所披露的一些
史实，经过去伪存真，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再经笔者从有关的文献史料中广泛搜觅，还是获得了比
较丰富的史料，使得这本书的内容较为充实。
当然，某些方面不尽完善，也在所难免。
　　特工活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它所表现的形式是千姿百态的。
本书对一些典型事例作了较多的情节叙述，其用意在于通过历史地展现特工活动的具体情景，以加深
对事物的本质认识。
对有关的史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缜密地加以考证，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
的所谓“秘闻”，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
　　戴笠领导军统所进行的特工活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他们自始至终都是
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反共反人民为职志，这是其政治活动的主导方面，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
介石在对日态度上，既有抗战的一面，又随时准备妥协投降，体现在戴笠及军统的特工活动上，也自
然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进行过锄奸、反问、敌后游击等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又与敌伪进行多方
面的勾结。
本书对这两方面都作了如实记述，以求全面反映当时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多角度
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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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和戴笠：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民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
却是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它的领导戴笠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
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
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
戴笠足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足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
除蒋介石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
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不开
。
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
中则是蒋的刽子手。
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
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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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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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戴笠的早年　　1．早年教育　　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清末名保安街）。
保安北距江山县城90里，南面毗连著名的仙霞岭，周围百余里都是高山深谷，“重峦叠峰，略无断处
”。
岭上的仙霞关为通往福建的咽喉要道，素有“东南锁钥”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方舆纪要》记叙它的险峻：“仙霞隘处，仅容一马，至岭益陡峻。
拾级而上，驾阁凌虚，登临奇旷，蹊径回曲，步步皆险，函关、敛阁仿佛可拟，诚天下之雄关也。
”　　戴家先世原居仙霞岭上的龙井关，以开设客栈为生。
至戴笠曾祖父戴启明时，始由龙井关迁至保安街。
1924年戴笠等为《仙霞戴氏宗谱》所作的序文中说：“启明公爱霞山下保安地方风俗敦庞，山水秀丽
，霞峤之山脉蜿蜒磅礴，毓秀钟灵，四围则叠嶂屏环，一水之渫回如带，形胜甲于东南，风景天然图
画。
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家而就居焉。
”保安街是通往仙霞关的必经之道，开设有许多店铺。
江山县大多是聚族而居，保安街族姓稍杂，约有十多姓，戴家“不数传而苗裔渐蕃”，成为保安的大
族。
　　戴笠的祖父名顺旺，字俊材，生于1814年（清嘉庆癸酉），娶龙井柴氏为妻。
他一生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信条，在保安以农为业，除耕种良田数十亩外，还拥有一
片山林，生产竹木。
经他惨淡经营，使家道日益兴旺。
因膝下无子，将邻村广渡乡郑家之子云富以螟蛉入继为嗣，改名戴士富，字萃拔，后易名冠英，也就
是戴笠的父亲。
冠英生于1861年，长得身躯高大，体格健壮，只是生性放荡，不求上进，读书数年，毫无所获。
后弃文习武，由于他有膂力，娴弓箭，1884年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武士时，他以马步箭俱全而被录
取，分派在衢州府衙当差。
自此以后，他对习武也日益放松，不几年辞掉公差回乡，因不愿从事农业生产，遂成为一不郎不秀的
人。
　　戴冠英原娶江西省广丰县管氏为妻，生一女，名春风。
续娶保安太学生蓝炳奎之四女蓝月喜为继室。
结缡一年，生子春江早夭。
1897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春风，这就是戴笠早年的谱名。
1899年生春榜，后易名云林，是为戴笠之弟。
　　1901年，戴笠年甫4岁，他父亲戴冠英就去世了。
年轻居孀的蓝月喜按照中国传统礼教，决志守节，苦心抚育这三个髫龄孤儿。
她虽然没有别治生产的能力，但靠祖遗田产，足以维持一家的温饱。
只是他们本族中有些无赖，欺侮他们孤儿寡母，时常盗伐他家山林的竹木，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
蓝氏秉性善良，宁肯自己生活苦一些，也从不与人计较，但在戴笠幼小的心灵里，却产生了弱肉强食
的感应，逐渐养成逞强好胜的性格。
　　在清朝末年，保安乡一带只有私塾，俗称童馆，一般儿童大多是先入私塾启蒙后，再到设有新制
小学的地方读书。
1903年戴笠6岁时，便在戴氏家塾从塾师毛逢乙就读。
毛师教学一开始就从《论语》教起，不授《三字经》、《百家姓》，认为这都是杂书，格调低下。
教学方法为每日授一段课文，分量多少，视每个学生的资质而定，翌日必须将所授课文背诵，其后则
轮流抽段背诵。
戴笠跟他的父亲一样，生性贪玩，在课堂如坐针毡，当同学们苦读时，他则借故外出玩耍，或在一旁
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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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又有很强的记忆力，所授功课，只须略加温习，便可牢记不忘，背诵起
来，反比其他同学流畅。
两年以后，初学作文，即解“见贤思齐”之义，很为毛逢乙老师所赏识。
　　在家塾就学的学生，至多读完“四书”、“五经”也就算完成学业，除少数家境较好者转入新制
小学外，大多从事农商。
戴笠家境不甚宽裕，邻里们多主张让他学一门手艺，或去商店学徒。
他母亲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光大门楣，自己苦一些也是值得的，加上
毛逢乙老师的极力主张，便于1907年将他送入仙霞国民小学。
　　这所学校靠近仙霞岭，是一所初级小学校。
戴笠因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识字基础，又能写简单的文章，对小学课程也就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时，他比以前更加贪玩了，逞强好胜的性格有了进一步发展，每与同学游戏，总要别人听从他的指
挥。
他时常邀集一些同学，往仙霞岭一带悬崖险穴处游玩，为显示自己的胆略，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
率先涉足，同伴们也就自然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了。
这种好出人头地的性格，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总是自以为是，每与别人发生争论，非要使对方服从才
善罢甘休，即使遇到乡里的长老，在辞色之间，也是毫不示弱，由于他逞强好胜，又爱管闲事，常常
闯下一些乱子，给他母亲平添许多烦恼。
他母亲对此不敢稍加溺爱，经常给以笞责。
据戴笠后来自己说：“直到十四岁离开家庭，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数百次痛苦的笞楚。
”　　戴笠在仙霞国民小学几年间，尽管他十分贪玩，仍以优良的成绩毕业。
1910年升人文溪高等小学，改名戴徵兰。
这所学校设在江山县城，其前身是文溪书院，为江山最高学府。
江山人受高等教育的多毕业于这所学校。
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叙伦就曾在该校任教。
　　文溪高小聚集了全县许多学业优秀的少年，自然大不同于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了。
戴笠入校后，凡有关寄宿生在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校方交涉，每当同班同学与高年级
学生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本班同学一边，不问青红皂白地与对方争斗，由此很快成为全
校引人注目的风头人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1月上旬浙江宣告独立。
待寒假过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了。
戴笠对这场政治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感到很是新奇，春季开学之前，他已把头上的辫子剪掉了。
回到学校后两天，见同班同学周念行在其父亲陪同下返校，周的头上仍旧拖着一条长辫子，便一把将
周拉入寝室，不容分说地将周的辫子剪掉。
然后把剪下的发辫递给周，以命令的口吻说：“用纸包好，请你令尊带回家去，交给你妈妈保存吧！
”周念行虽然对戴的这种霸道作风很不满意，但也莫可奈何。
　　文溪高等小学濒临信安江。
信安江是浙江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石鼓山等处，流经江山的一段，又名文溪，学校即以此命
名。
在靠近学校的河面中间，建有一座八角亭，取名“仰止亭”，有小桥相通。
戴笠在课余时间，常邀集一些同学到这座亭子里玩耍。
一天，他和周念行等在仰止亭浏览江景，看见对岸几个年轻妇女在河边洗衣，他便轻佻的念出两句《
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几个女子不明其意，没有理会，洗完衣服就上岸走了。
戴笠见她们那双被缠着的小脚，走起路来既不健美，又不方便，上下堤岸，相当吃力，便与周念行等
议论起妇女缠足问题，决心趁民国临时政府颁布放足令之机，推动妇女放足。
回校后，他带头在学校发起组织了“青年会”，参加者达百余人，戴被推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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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的主张是：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提倡体育运动和清洁运动。
他这一举动，一方面是为了追逐时尚，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成为名正言顺的学生领袖。
　　戴笠有了许多追随者，也就更加不放过一切能够表现自己的机会。
有一次，语文教员讲《孟子·离娄篇》，讲到孟子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如臣视君如寇仇。
”本来孟子这段话是主张君臣平等的，而这位语文教员竟然指责孟子说得不对，他说：“君在上，臣
在下，不管君对臣怎样，做臣子的都不应该视君如路人，视君如寇仇。
”下课后同学们马上议论起来。
他们虽然都是些小学生，可以前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对孟子这段话的意思多少有些理解
，认为老师的说法不对。
戴笠更是慷慨激昂地说：“孟子的话，本来是对的，孟子的思想，本来是进步的，他却提出自己落后
的、荒谬的论调，反驳孟子，批评孟子。
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我们？
应该请他走路。
”其他同学虽然不赞成老师的说法，却也没有要将其撵走的意思，经戴笠这么一说，周念行连忙转圜
说：“老师不应该反对孟子的主张。
不过，他总是老师么，我们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吧！
”话音刚落，戴笠声色俱厉地说：“不行！
现在已经是民国，哪里还能让保皇思想的人做我们的老师？
这种人当教员，岂不误人子弟？
非请他走路不可！
”其他人知道戴笠的脾性，也就唯他马首是瞻。
校长周邦英唯恐滋生事端，也只好将这位教员解聘。
　　戴笠能成为学生中的首领，还在于他喜爱交结朋友，用钱慷慨大方。
他经常邀集一些同学出入茶楼酒肆，江山县城里所有的饭菜馆，没有一家他不曾光顾，也没有一家他
不曾欠过账。
不过他还是恪守信用的，家里捎来钱后，必定归还。
往往是还了旧欠，又赊新账。
1913年夏，戴在文溪高小毕业，毕业典礼尚未举行完毕，就有许多讨债者在校门外等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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