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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高岗传》热销之后，中共特科领导人潘汉年全新传记，再掀波澜
　　从情报生涯到蒙冤入狱第1次全面揭开中共特科的神秘面纱
　　还原情报部门之间明争暗斗的历史真相
　　向秘密战线上那些被遗忘的英雄们致敬。                 内容简介
   　　潘汉年，中共特科主要领导人，曾战斗于中央特科情报科、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曾与国民党、日本及汪伪政权的特务部门进行较量，屡建奇勋。五十年代，身陷囹圄，二十多年后，含冤死去。1982年，终得平反昭雪。全书收集了新的史料，将潘汉年先生一生的传奇故事精彩呈现。     作者简介
   　　武在平，毕业于南开大学，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刻苦学习顽强工作》，文学随笔集《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长篇传记文学《潘汉年——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编辑《丁玲散文选》、《潘汉年杂文选》(合作)、《钱歌川散文选》(合作)、《生命的激流——老一辈革命家散文选》(合作)，文学评论《丁玲散论》、《毛泽东会见鲁迅是编造出来的神话》(合作)，译著《选择自由》(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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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书摘
   　　建立情报关系
　　为了搞好特科工作，潘汉年成功地建立了地下情报网络，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物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与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他们为党的事业服务。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左尔格、路易·艾黎、尾奇秀实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同各地进行联系。这样，就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系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路易·艾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潘汉年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潘汉年和杨度保持了秘密的联系。杨度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广州来上海。杨度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度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度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受难者家属，毁家纾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他曾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度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度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度。潘汉年与杨度见面后，谈笑风生，十分投缘。杨度擅长书法，潘汉年请杨度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题写报头，杨度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汉年将杨度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立三才信服，并将杨度的题字，立即交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同年秋，周恩来即将离开上海时，考虑到潘汉年也将离开上海去苏区，决定由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党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这在夏衍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做了记叙：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正在搞情报工作的夏衍，见面之后，潘汉年就雇了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一座小洋房里。这家主人是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他对潘汉年态度很亲切，没有客套寒暄，好像是熟悉的老朋友。潘汉年向这位主人介绍夏衍说：“过几天我要出远门了，所以今后要由他来同您单线联系，他是稳当可靠的。”临别之际，这位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汉年没有道谢便收下了。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些政治情报。这位老先生是谁呢？当时夏衍也吃不准。潘汉年只告诉夏衍：这是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一直由潘单线联系，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东西，绝对不能怠慢他。潘汉年还叮嘱夏衍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巡捕房不敢碰，你在危急时、可以到这里来避难。”之后，夏衍就经常往那里去，接受老先生给他的“礼物”，转到有关者的手里，而始终不敢冒昧问他的尊姓大名。约过了半年，彼此熟悉了，这位神秘的绅士才悄悄地告诉夏衍，他叫杨皙子，即杨度。这一介绍，连夏衍这样有阅历的人也大吃一惊，原来此公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
　　潘汉年利用情报关系，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1931年6月，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当时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关系，买通了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1932年7月10日，潘汉年还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集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人，商讨动员与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事宜。结果，由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茅盾、丁玲等共36位著名文化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1937年，国民党统治者慑于国内外的舆论，最后只得放出牛兰夫妇。
　　潘汉年还利用情报关系，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如保护张浩（即林育英）就是其中一例。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汉年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寿亚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沈寿亚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开先采纳，并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不久，沈寿亚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人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的职务和住址。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央特科要沈寿亚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他还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参加隐蔽战线的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他的机智灵活和遇险应变的才干。潘汉年的侄子潘可西回忆，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还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从1931年夏到1933年夏的两年时间内，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领导的情报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以及消除叛徒、特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作出了很大贡献。1981年冬，在关于中央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锄奸行动
　　１９３１年，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二科工作后很短时间之内，就接到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顾顺章的叛变，使我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虽然党组织及时应对，但顾顺章作为曾经的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仅清楚我党的地下工作方法，也十分熟悉党中央的领导人物。顾顺章叛变之后，曾夸下海口：他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首脑人物，不仅有把握动员一些重要干部到南京自首，还可以破坏中央核心领导机关，虽然不能一网打尽，也要使上海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的中共组织土崩瓦解。
　　为了打击敌人这种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中央保卫机关决定：锄奸。要在短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战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在潘汉年身上。中央保卫机关要求二科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同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动方案。
　　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刚刚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找来了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刘鼎一起商量此事。当时，在陈赓、李克农等人撤离上海后，刘鼎与其爱人吴先清继续留下来坚持工作。经过反复讨论，两人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定对象，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最终锁定了锄奸对象：王斌。
　　王斌为警备区现任督察长，此人是中共的死对头，国民党当局在租界逮捕共产党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就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央保卫机关总部经过研究，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由康生担任此次锄奸任务的总指挥，由潘汉年主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所在的具体地址、每天的行动规律并提供他的照片，为执行人员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料。
　　潘汉年很快拟定了以下行动计划：
　　其一，找到王斌本人的照片。
　　其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
　　其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第一步非常顺利，因为刘鼎无意中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发现了一张警备司令部的合影，其中竟然就有王斌！于是，派人去照相馆，冒充警备司令部人员，以同人需要留作纪念为借口，要求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第一步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至于第二、第三步，却毫无线索。
　　怎么才能掌握王斌的住址和行踪呢？找来上海市的电话簿，仔细地翻阅查看，根本就没有王斌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上海电话用户登记时不用真姓实名，仅用“某宅”、“某公馆”等字样，如姓王的电话用户，电话簿上都用“王宅”、“王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这就使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家的电话号码的办法只能作罢。
　　越是在关键时刻，考验的越是一个领导者的智慧。潘汉年将手中所有的线索反复琢磨，突然想到了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结识的光华书局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他们曾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先生或许与他打过交道？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张静庐、沈松泉两人不但认识王斌，张的记事本上，还有王的住址、电话号码。不仅如此，张还知道此人早出晚归，每天下班后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他的情人聚会。
　　有了这条线索，潘汉年立即布置执行镇压任务的人员侦察王斌每天的出入路线，不得耽误。又一个特殊情况出现了！不久，侦察人员发现王斌出入乘坐的“黄包车”，不是经过原来了解的那个弄堂，而走另外一条弄堂。难道情报有误？在这一时刻，对上海里弄街道十分熟悉的潘汉年作出了判断：门牌号码没有错，问题是出在后门上。当时上海很多人家的住宅前后门都跨两个弄堂，一般不常用前门，尤其是有自备包车的人家，利用后门的厨房放车子，从后门进出更为方便。
　　进一步的核实证明潘汉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侦察任务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具体选择时间和地点了。根据王斌的出入路线，选择在其进出的里弄口不合适，因为那儿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马路上行人平日又不多，事发后容易暴露目标，难以迅速隐蔽和撤离。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的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而短，平日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易于混入人群迅速撤退。
　　反复推敲计划细节后，锄奸行动正式开始。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手持短枪，紧追两步，从后面一手拉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一手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还来不及反应，就当即毙命。在一片混乱之中，执行任务的队员转瞬间消失在人群中。
　　王斌被镇压后，反共分子受到集体震动。同时，也证明了我党中央特科在顾顺章叛变后，依然保持了极强的战斗力。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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