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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情报的历史特别悠远。
美国情报人员法拉戈指出，人类最早的工具是石头、棒子与情报；英国作家菲利普·奈特利认为，情
报是“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
情报工作的惊险性与传奇性，一直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也成为文学和影视作品的长盛不衰的
主题。
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著名影星玛琳黛·德丽塑造的代号为“X27”的玛塔·哈莉，苏
联以“千面人”阿贝尔为背景拍摄的电视电影《春天的17个瞬间》、中国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敌营18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香港影星梅艳芳塑造的川岛芳子，新近热播的电视剧《暗算》
，以及即将上映的《功勋》，都反映了这一现实。
    然而，在表达惊心动魄的情报传奇的同时，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夸张性描述也使人们对情报的认识出
现了很大偏差。
情报工作等同于间谍工作吗？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都是特务吗？
情报人员能飞檐走壁，能撬保险柜？
这样的认知观念，无疑影响了人们对情报工作的正确认识。
    对情报工作的理性认识，西方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3年，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历史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报人员，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会
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信号隋报(也就是无线电破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影响，一批二战秘
密档案因此而公开。
此后，西方的情报研究渐入正轨。
今天，西方的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情报研究，十余年来一直在两个方向努力：其一是情报研究的学术化
，即消除情报认知中的迷雾，恢复情报工作的本来面目，使传统的传奇式情报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
的一个部分。
其二是情报研究的通俗化，即用生动、流畅的文字，为读者演绎引人入胜的情报传奇。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方向是并行不悖的。
多年的耕耘也结出了硕果。
笔者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外国情报史》，最早在国内从事情报失误(战略预警)研究，最早探索战略
情报与战略决策的关系。
    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主任谢尔曼·肯特认为，情报工作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
在他看来，情报是一种对决策有用的知识，情报也是从事这种知识探索的机构，情报更是一种专业性
很强的活动。
笔者以为，肯特对情报的这种描述，基本上概括了情报工作的全貌。
因此，这套丛书要向读者传递这样的看法：什么是真正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有哪些流程？
谍报活动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招募、培训和生活是怎样的？
有哪些主要的情报获取手段？
情报史上有哪些彪炳千古的传奇人物？
在国家的安全决策中，情报的影响如何？
热播的影视作品中，哪些事有案可稽？
哪些事是捕风捉影？
笔者希望通过流畅的文字和生动的图片，全面解析现代情报工作，揭示真实的情报工作流程，反映情
报工作的最新变化，使大家对情报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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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奇的密码破译：从斯巴达人的皮带到现在的量子加密，一部密码史，就是加密与破译的历史。
它是人类智慧的另类较量，围绕密码所展开的斗争甚至远胜于战争本身。
本书从神秘密码破译，莫尔斯码和无线电报，机器密码的出现
“能听到敌人心中的声音”，　红色“看风者”，“维农纳”，　“最敢想敢干的行动”，电子鼹鼠
等技术层次运用来讲解无线电的情报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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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5年，一部名为《暗算》的电视剧热遍中国银屏：它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南京等地甫一播出，收视率急速攀至首位，同时获得了众多赞誉。
 《东方时空》认为：“《暗算》像一首诗，更像一幅水墨画。
”《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说：“整个剧集充满了一种神秘、严谨、追求内心胜利的感觉。
”《联想环球影视》说：“《暗算》用一个人物巧妙串联，间谍战的独特故事扑朔迷离。
”《精品购物指南》则说：“如果你还没有看《暗算》，很遗憾。
” 在“大片”、“韩流”充斥荧屏的中国，一部国产电视剧能博得如此赞誉，可谓难得。
《暗算》的功力可见一斑。
 《暗算》的走红，既得益于演员的深厚功力，也与它表现的独特题材密不可分。
这部以新中国国家安全工作为背景的电视剧，全方位地切入无线电侦听、密码破译、间谍渗透等领域
，演绎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藕断丝连的生动故事。
天才的经历、离奇的想像、莫测的命运和荒诞的现实构成了电视剧的元素，与秘密相纠缠的悬疑情节
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作品中的许多情节，反映了隐蔽战线生动、真实的一面。
通过侦听捕捉敌方的无线电台，就是无线电情报战中的一个经典战法。
电视剧中阿炳的耳朵虽然神奇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在真实生活中，敏锐的听力确实是侦听员所必须具
备的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沙漠之狐”隆美尔手下就有一个无线电侦听连，其连长阿尔弗雷德·西波姆上
尉就有一双神奇的耳朵。
他特别擅长偷听英国人的无线电通信，能够从中分辨出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只是闲言碎语。
通过这些零星的谈话，隆美尔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英军的部署情况。
《看风》中提到的“英格码”（Enigma），也确有其事。
 但是，电视剧毕竟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它与真实的情报实践差距是相当远的。
如作家写漕：“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
，一种气氛，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字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民主
德国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
舰队等。
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
和任务都是“特别的”。
 这样的表述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作者的一家之言。
7或许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就像数字13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样。
如果你真的以为英国有一个皇家七处，民主德国有一个七局，法国总统有一个第七顾问，克格勃有一
个第七研究所，那就太天真了。
至于说有能通过听觉分辨动物雌雄的耳朵、由木工来制作破解机器密码的密钥机、以尸体传递情报的
极端方式，那就只能是作者的想像了。
 《暗算》的前两部分，表达的是情报世界里的一个特殊领域：信号情报（signalIntelligence）。
这个领域和传统的谍报工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就人数而论，信号情报部队堪称陆海空三军之外的第四军种，人数可达百万之巨。
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想像，一个国家会有100万个特工； 就获取的情报而论，情报机构获取的绝大多数
是信号隋报和公开情报，谍报来源只占整个情报来源的冰山一角； 就技术含量而论，一个能接触机密
的业余间谍有可能建功立业，但一个缺乏专业技能和专业工具的门外汉注定与信号情报无缘； 就隐蔽
性而论，一个优质的谍报来源通常会被定为绝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破译德军密码这一机
密却被定为“超级机密”，一个保密史上前所未有的等级。
 这就是信号情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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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对信号情报的理解，局限于密码破译和无线电测向。
这两种情景，我们从大量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的咒语“芝麻，芝麻，开门吧’’为他打开了财富之门，可也给他引来了四十大盗。
大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晚年却相信在《圣经》中隐藏着预知未来的密码。
他殚精竭虑，结果却一无所获，留下了终身遗憾。
 但实际上，信号情报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两个领域。
它包括通信情报（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和电子情报（Electronic intelligence）两个领域。
窃听加密或未加密的通信系统就是所谓的通信情报，从外国非通信系统发射的电磁辐射中获取的技术
和情报，称为电子情报，其中最典型的为可以确定方位的雷达情报，用以探测对方的预警站、防空系
统、反弹道导弹系统、机场、空军基地等，此外还包括非图像雷达系统所获取的情报。
 信号情报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上无处不在。
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加密的世界。
我们在银行取款需要提供密码，我们登录电子信箱需要提供密码，甚至在我们进入小区大门的时候，
“铁将军”也必须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才能应声而开。
 现代社会，密码已经成为身份认证的中心，人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是由一个个数字组成的符
号。
 密码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生活。
 在国际政治领域，信号情报更是频频出镜，其轰动效应不亚于深藏多年的间谍的暴露。
 一名已经脱离基地组织的前恐怖分子宣称，基地组织已于2005年初成功破译了驻阿美军的通用密码，
并依靠破译密码全面掌握了美军动向。
据此，驻阿美军更换了全部通用密码。
 据说，为了破译基地组织的密码，美军曾多次求助于一名年仅17岁的印度少年。
为了破译恐怖分子的通信，美国国家安全局还研制出一种超级电子计算机。
据说，它能解开普通加密系统的“底码”数大约是7000万亿个。
如果用普通个人电脑来查找，大概需要22652年。
 一位希腊政府高官披露，在过去的一年里，希腊总理的手机一直处于被不知名的人士监听的状态。
 总理的手机也遭到窃听，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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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侦听，就是要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
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
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人叫做
“捕风者”。
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麦家：《暗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看不见的第二战场>>

编辑推荐

《无线电情报与战争大揭秘:看不见的第二战场》笔者高金虎希望通过流畅的文字和生动的图片，全面
解析现代情报工作，揭示真实的情报工作流程，反映情报工作的最新变化，使大家对情报工作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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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特工工作的高级范畴里，许多案例中的事实，都同异想天开的冒险故事和传奇式的虚构一模一样，
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与反阴谋，骗局与骗局中的骗局，真间谍与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
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都缠结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
却是真实的。
特工组织的首脑和高级官员陶醉于这些地下迷宫中，并且以冷静和默不作声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
 ——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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