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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历史有记录就有密码使用的记载。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密码在保障信息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和支持密码学研究，并得到了社会力量的积极响应，这些因素推动着密码产业迅
速发展。
目前，密码和密码产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为积极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大力普及密码学知识，提升我国公民的信息安全保
护和防范意识，以及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特别是激发广大青少年对密码学的兴趣，吸引他们投身于
我国密码事业，中国密码学会组织编写了这本科普图书《古今密码学趣谈》。
今年，在北京市科协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计划的大力支持下，本书得以公开出版。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王善平教授编写，书中依据详实的资料，通俗的语言描绘了古今密码学发展
的概貌，对所涉及的密码学基本原理和关键知识给予准确而清晰的阐述，同时介绍了密码在信息时代
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展望了密码学的未来发展。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西南交通大学何大可教授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任伟副教授分别对初稿
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武汉大学张焕国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来学嘉教授、华中科技
大学胡汉平教授等完成了本书第七章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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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密码学会组织编写的密码学科普读物。
书中依据翔实的资料，梳理了密码学发展脉络，回顾了密码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着重讲述两次世界
大战时期惊心动魄的密码战，介绍了现代密码学及其在信息时代的广泛应用，展望了密码学的未来发
展。
同时，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古代和现代密码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生活中的事例说明什么是密码和密码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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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密码学会是中国科协领导下的国家一级学会，是由密码学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单位自
愿结成并依法登记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的法人社会团体，成立于2007年3月25日。

　　目前学会已成立了学术工作委员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量子密码专业委员会、
密码数学理论专业委员会、密码算法专业委员会、密码芯片专业委员会等七个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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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与英印合作侦译日本空军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空军是附属于海军和陆军的一个
军种，所以其使用的密码也是日本三军中最简单的。
而且由于他们轻视中国的技术能力，在这里甚至仅使用换位密码，不加任何随机数覆盖，从而给中国
的军委技术研究室带来了破解的便利。
　　相比较之下，日本陆军和海军使用的密码要复杂得多，几乎没有被中国人破解过。
　　1939年，重庆国民党当局曾得到八路军所缴获并送来日本陆军的三本密码手册，体现了当时的国
共合作精神，遗憾的是依然无法破解日本陆军密码。
　　但是对于日本空军，中国的密码战士不仅能破解其密码，而且能熟练地进行通信分析：通过监听
并分析其通信方向、流量、发报地点和手法等，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些情报不仅为中国城市的防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空军和美国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的
作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中日航空大决战》的作者罗纳德，海华斯在书中说道：“这种情报的价值太大了。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美飞虎队队长）知道日军飞机朝哪个方向飞去以及它们的目标。
因而能够以弱小的兵力与日军周旋。
虽然飞虎队只是一个不足100架飞机的小部队，却与超过500架飞机的日军战斗数月。
”以下是对日空军密码战的一些资料。
　　1941年10月下旬，蒋介石“技研室”新成立的成都侦译工作队，监听发现日本空军通信突然十分
繁忙，结合其他情况判断，侵华空军在大调动，纷纷飞离中国。
一周后，通信趋于沉寂，大部分监听对象已消失，遂扩大监听范围，终于在日本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
的第二天，监听到原来在中国的那些日本飞机参与攻击行动的信号。
从而在第一时间，获悉珍珠港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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