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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主，兼及抗战中在日伪占
领区卧底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的事迹，内容翔实。
作者届定其选材范围是对当时政治军事造成了重大影响、发挥了具备“战略作用”的历史人物与历史
事件。
书中选取了中共早期秘密战线“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与谢和赓、熊向晖、沈安娜、赵荣
声等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内军政高位的潜伏人员以及从国民党内部策反的郭汝瑰、侯镜如等国民党军界
高级将领的事迹，还有抗战时期在对日伪斗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国民党高官唐生明、基层特工詹长
麟及其功绩，全书内容生动，过程曲折，描述精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讲故事”的同时，对民
国时期秘密战线特工史上的部分重要人物与事件进行了梳理，是一本兼具学术与可读性的作品，想必
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所列多是解放前诸位情报特工界的名流和他们的突出事迹，这只不过是中国近代时期特工谍战历
史的冰山一角。
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角逐中，无不充斥着特工活动的身影。
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以其崇高的信仰支撑与高超的专业技能，大智大勇，在隐蔽战线
对国民党的斗争中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总体来看，中共人员对国民党是“派得进”、“拉得出”，而且目标都是高层甚至最机密的对象，反
之，国民党的特务却在对中共渗入与策反破坏工作中屡屡失败、几无建树。
两者相比，中共的情报工作的确技高一筹。
国民党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以效忠蒋介石服务其政治集团为宗旨，在国民党内争恶斗和反共内
战中，镇压人民革命，迫害中共与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犯下过无数罪恶，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
起着破坏和阻碍作用。
但在抗战时期，他们也曾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投入对日作战，并与美英等同盟国合作，为战
胜日本法西斯，做出过不少的贡献。
对此都应当给予实事求是客观深入的记述研究。
当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工活动的历史因其隐秘性和正规资料的缺少而鲜为人知
，有关的研究撰述工作也相对比较困难，尤其具体细节史实的考证，很难达到尽善尽知的程度。
本书中或许也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但总体来看，在资料与史实考证两方面，这本书是可读与可信的
，这是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也是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中国近代史上特工活动史的深入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我也是其中的一名爱好者，对于本书的出
版问世，甚感欣喜。
这一课题的深化与拓展，有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尽管有档案封闭资料搜集不易，以及坊间野史泛滥，造成史实考辨混乱等诸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因
为这一课题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爱好者们，加入研究队伍
。
同时也期待本书作者能在这一领域继续努力耕耘，不断有新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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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主要梳理国共两党时期，包括抗战时期的一些惊险刺激
的卧底案例，特别是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重大影响、发挥了 “战略作用”的卧底人物，有“龙潭三杰
”、谢和赓、熊向晖、沈安娜、赵荣声等中共派遣到国民党军政高位身边的潜伏人员，也有从国民党
内部策反的郭汝瑰、侯镜如等国民党军界将领的事迹，还有在日伪斗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国民党卧
底高官唐生明、基层卧底特工詹长麟及其事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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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差点出意外从此，詹长麟便化名袁露，每月可从特务处领得10元薪金，加上在日本领事馆的8元
，每个月可有18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詹长麟一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100斤一袋的洋
面粉只卖3块钱），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宽裕起来。
詹长麟为了避免暴露，一如既往地在领事馆里勤劳踏实地工作，他的工作依旧深得领事馆里日本人的
赞赏。
但日本人不知道，詹长麟在“勤奋工作之外”，无时无刻都在瞅准机会，刺探情报，因此他的工作也
时刻充满了危险。
詹长麟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每当这些时候，詹长麟都有机会偷偷看到
一些重要的信件和绝密的文件，有时他会把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带回家中，有时他会在领事馆办公
室的废纸篓里寻找有用的文件和情报，有时因为情况的特殊，他甚至还会直接在领事办公室中将文件
抄录下来，交给上线。
带回家中的信件，詹长麟是这样处理的：拆开信封，抄写后，再用火漆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带回
领事馆，信封上的邮戳是用他自己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上去的，盖出来的印章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都用明矾水抄写在白纸上，待水干后，南她的妻子（经组织批准，詹长麟的
妻子成为了其帮手）插到堂屋关公画像后面的一个小墙洞里。
每天到特定时间，就会有特工人员来取走，他们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
同样，组织上的通知他们也是从关公像后面拿到。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
当然，看似平静的湖水，偶尔也会泛起浪头。
詹长麟的潜伏生活便是如此。
有一次，领事办公室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了，詹长麟趁着领事办公室没人的机会，佯装进入办公
室打扫卫生，他像往常一样，先翻了一下废纸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接着他又走到领事办公桌
前，拉开抽屉，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文件。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楼梯里传来，不好！
有人来了，詹长麟先是一惊，接着便立刻推上抽屉，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埋头擦起桌子来。
进来的是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他，继
而眼露凶光地走到詹长麟面前。
此时的詹长麟直挺挺地站着，内心十分地紧张，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詹长麟的脸上，顿觉一阵火辣辣的痛。
但詹长麟一动未动，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一句解释也没有。
因为他知道这样便是最好的回答。
这个悌泽虽怀疑，但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把詹长麟赶了出去，自己拿了球拍，锁上房门，便
走出去了。
发生过这样一次事情，詹长麟此后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戳穿“藏本事件”阴谋詹长麟潜伏不久，就立了一大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消息称他们的副领事藏本英明于6日晚失踪，并要求中国
方面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并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
不是你们给暗杀了？
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
其实，这只是日本策划的一起失踪案件，他们诬称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
如果藏本真的失踪了，那么这将会给日本提供一个侵华的口实。
日本人又想要在东北一样故伎重演。
这一直就是日本惯用的卑鄙伎俩。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本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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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侨民，制造了“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借口“中村事件”发动了战争；包括此后
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依旧是这类借口。
在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已做足了战争的舆论准备：《大阪每日新闻》立即就此事发表了一篇
社论，声称“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
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
”《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
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
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
”他们说的“某社”，没有明说，其实指的就是复兴社。
日本人已经把军舰开到了下关江面，战争一触即发，而詹长麟，却在这个关头，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避免了这次失踪事件的扩大化。
6月6日晚上11点，詹长麟在馆内值班。
见藏本从总领事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对詹长麟说出去有事，要他找司机把车开出来送他出去，车开来
了，詹长麟拉开了车门，让藏本上了车，之后看着车向中山陵方向开去了。
詹长麟觉得此事蹊跷，都11点多了，藏本会出去做什么呢？
他立刻将此事写在纸条上，并报告给了组织，因为监视重要日本人的行踪，是他的任务之一。
据詹长麟的情报分析，首都警察厅便发现藏本是主动出走，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凶此，他的
失踪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此次失踪事件完全是日本人在自导自演！
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找人！
赵世瑞马上布置警察厅的人，在中山陵附近寻找藏本英明，并贴上悬赏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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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
60多年前的中国，硝烟弥漫，战火绵延。
为了自由和独立，伟大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痛苦中企盼、在屈辱中抗争⋯⋯在宣传中，我们
知道了功勋卓著的领袖和将军，我们知道改变战争态势的战场和战争，但是，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
隐密战线默默贡献着自己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情报人员？
他们是狼群中的战士，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他们是孤胆英雄，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在《潜伏》等影视作品热映之际，我的好友、世界知识出版社胡孝文主任在闲聊中希望我能够写一本
有关潜伏卧底、反映“余则成”们这个特工群体群像方面的图书。
盛情难却。
在好友军事科学院刘俊博士、师妹顾碧和范裴裴的通力合作下，总算按时交稿。
客观地说，本书的写作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每一个章节要尽量采用当事人或者熟悉他们情况的人所撰写的文献材料，如无此类一手材料，就需要
选取在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或者权威学者所撰写的专著。
惟唐生明一文，成文较早，曾在国内诸多门户网站的军事频道上转载，质量笔者较为满意，时间仓促
，故未加注释，以待日后弥补。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是我们的团队——季我努工作室的原创写史的原则。
虽然历史不是科学，历史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
但是，历史可以尽可能地接近于事实。
正因为如此，我会继续写下去，尽可能地让历史通过我的笔来说话。
也许这个目标过于宏大，但是我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一大群与我有着同样的理念的朋友和我一起努力
。
季我努工作室关注重点是在抗日战争史，特别关注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阶层的优秀中华儿女的抗战事
迹、以及日本战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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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940年，延安。
饭桌上，毛泽东问李克农女儿：“你知道你爸爸足十什么的吗？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呗！
”毛泽东哈哈人笑：“错了！
错了！
你爸爸是个人特务。
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1962年，李克农病逝后，关同中央情报局欣喜若狂，前无仅有地宣布放假三天，庆祝他们最难缠的
对手“消失了”。
　　——李克农1939年6月10口晚6点多，日本领事馆后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精悍的身影一闪而出，跨
上一辆自行车后，消失在夜幕当中。
70年后的一天，一个佝偻的老人平静地接受采访。
当被问及被毒死的日本书记官与他私交还可以，他是否后悔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用拐杖使劲戳着
地人声叫道：“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
我足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
我要我的祖国呀！
”　　——詹长麟杜聿明临死前，把郭汝瑰叫到床前：“小鬼啊，事到如今，你总可以告诉我实话了
吧？
”“小鬼，你到底足不是共产党？
”这是在1981年。
其实，早在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
杜说：“我自己已经足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更是清廉的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
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
”蒋脸色一沉，大骂：“难道我堂堂同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了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　　——郭汝瑰1949年11月6日，中南海勤政殿。
周恩来来宴请起义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
请帖上的时间已过，秘书提示周思米。
周恩来笑道：“不急，还有一位重要客人没有到。
”话音刚落，一个30多岁男子走进来。
“这不是熊老弟嘛？
怎么，你也起义了？
”“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周恩来笑着说。
　　——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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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编辑推荐：这是一群神秘的人。
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他们都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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