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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因为红军到达陕北国军尾随进剿，成为全国焦点城市，也是中统、军统、中
共特科、日本人、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各方情报特工人员争夺的前沿。
老奸巨猾的中统特派员齐北，发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总干事武伯英，酷似三年前被自己在上海杀掉的
中共潜谍武仲明。
武家在西安曾是仕宦大家，辛亥革命时曾倾尽家财资助革命军，颇受刀客出身的杨虎城敬重，以至成
为世交。
武伯英为弟弟复仇，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三年生死拼打，受到中统特派员齐北的怀疑、考察与
重用，也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委托，终于身居中统特务行动组领导之位，破获了日本西安间谍组织，
名声大噪。
十二月初蒋介石来西安督战，武伯英负责华清池外围警戒，发现失踪已久的日本间谍吴卫华到了临潼
，她从蒋的贴身卫士处买到绝密情报。
武伯英追到吴卫华在西安的落脚点，二人互相用毒杀害对方。
武伯英毒醒，挣扎着到地下共产党刘鼎处，将文件缩微胶卷交给他，表明了自己是中共“6号”特工
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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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营，西安人，33岁，军人。
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爱情西岸》《挣扎》等，近年来侧重影视剧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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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一九三六年的初夏，燥热提前降临了古城西安。
午后的阳光似乎有重量似的，挤压着西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
刚出来的汗水即刻就被晒干，只留下汗渍紧绷在皮肤上，一层一层积结，皱得人如同要蜕皮的蚕儿般
难受。
西大街和南大街一样，都是才拓宽的街道，街面扩到了店铺门口，伐了老树，未栽新树，连巴掌大个
树阴都没有。
而东大街和北大街，早在拆除城墙时就已经拓宽，栽植的杨树已经有大臂粗细。
西大街的街面还未铺设沥青，或许将来也不会铺，接连几日暴晒，人流踩踏石子地面，泛起了一层细
细的尘土，随着脚步沾染在鞋面上，如同一层土黄色的蒙布。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后楼虽与西大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样景象，幽静清凉，有着古宅特有的静
谧。
武伯英放下文件，抬手看看腕表，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再等等，再等一个小时，他要还不来，就
各忙各的去吧。
”??“新生活运动分会”办公室西北角，就是总干事武伯英的天下。
他三十二三年岁，中等偏瘦身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眼不大有神，眉不浓有棱，鼻不高有隆，唇不厚有痕，这些极富男人味道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却不孔武
，被天生的忧郁所控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患气质，很有些内在魅力。
衬衣外套了件紧凑合身的薄西装，领带解下来挂在衣帽钩上，又添了几分不羁的洒脱。
??武伯英手下的三个男干事听见头儿的话，随声附和，轻声抱怨，议论纷纷。
干事小栾还说了句俏皮话：“咱们像什么？
就像早年间宫里头选妃，等着点选的秀女一样。
”????大办公室中开两扇木门，正中迎门拼着两张会议桌，桌子上下堆满了文件纸张和一些宣传小册子
。
屋子四角各摆着办公桌，散立着一些木质文件柜，分成四个办公区域。
东南角窗下的两张办公桌，头对头坐着调查干事小栾和设计干事小董，西南角窗下坐着推行干事小杨
，每人分管着原来一个科的事务，都是二十多岁年纪的社会新人，却因为埋头书案而未老先衰，人也
邋遢了起来。
??屋子东北角坐着的新运妇女指导员黄秀玉，正坐在办公桌旁精心修剪指甲，根本不参与同仁们的议
论。
她二十出头，长相虽不十分漂亮，却因为青春和白皙，自有几分迷人的魅力。
????党部后楼二层的房间不用承重，都是三间开的大屋，原来做过官塾讲堂。
最西端这间是省“新运分会”办公室，蒋委员长提出了“亲爱精诚”加“礼义廉耻”的主旨后，力图
上行下效，要从根本改进国民精神、改良社会风气、促进民族复兴，省党部也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分支
机构。
今年春节夫人宋美龄掀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在南京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总会，自任指导长
。
黄父在中央党部任职，黄小姐也算是大家闺秀，从英国留学归来，积极响应号召奔赴陕西开展活动。
不过来了这三个多月，就是组织妇女唱唱新运歌谣，别的也没什么作为，已没有了刚来时要改造世界
的理想与狂热。
办公室东北角窗下是她的小天地，办公桌除了比其他人整洁外，还有一些新女性特有的小情调。
窗台上的盆栽文竹，水杯上的钩织杯套，玻璃板下压着的几张电影男星小照，都显露着她的趣味所在
。
????武伯英踱步到中间的窗子前面，看了一眼黄秀玉，顺手推开了花格窗扇，眯眼看着阳光照耀下的西
大街，用以驱除伏案的疲乏，感受着内外炎凉的差别。
楼外紧挨的这排店铺虽也是两层，民间建筑讲求节俭实用，要低矮很多，于是站在小楼上，西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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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人情倒是可以一览无余。
??南北走向的广济街一头连着清真寺，一头连着党部大院，和西大街交汇而成的十字路口离钟楼不远
，也算是繁华地段。
小摊贩们几乎把买卖摆到了马路中间，只留下了一道豁豁啦啦的窄道，偶尔有一辆汽车驶来就在窄道
中晃荡，懒洋洋地向东大街方向驶去。
几辆人力洋车跟在汽车后借光，也借来了不少尘土，车夫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的脊背，任凭尘雾落在面
目上，车上的太太小姐用香帕捂着口鼻，不时放下和熟人打个招呼，催促车夫超过汽车。
巡街警察夹着木质警棍，躲在仅有的阴凉下嘬着纸烟，不时掸去落在身上的已经开败的槐米。
三五个从医院里逃出来的伤兵闲逛着，只把眼睛朝洋车上的女人瞧来，目光野蛮而大胆。
在公家做事的文员夹着皮包匆匆而过，虽然洋装在身，表情却和那些小学徒一样乖巧规矩。
路过的穷学生三两成群，看着油布大伞下的酻子水大麦发酵成的一种无酒精饮品。
和大碗茶，舍不得口袋里的铜子，只好咂巴咂巴嘴唇。
尽管还没有蝉鸣，人们耳膜里却充满了烦躁的噪音，如同眼前的局势一样让人焦虑不安。
??武伯英掏出烟夹，抽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出窗外，魂
游天外似的想着心事。
????黄秀玉捏着指甲钳，观察着武伯英的一举一动，表情不由得有些呆傻。
她这个年龄，正是对成熟男人着迷的时候。
一来因为恋父，青涩而无所成就的小伙子难以打动芳心。
二来初入社会，闺中美梦开始走向现实，总有害怕惊醒的恐惧，而冒失善变的青年总与薄幸和背叛牵
扯在一起，没有成熟男人的稳重和宽厚。
武伯英这个年纪的男人，恰如一缸陈醋，既没有新醋的凛冽，也没有老醋的腐气，酸香皆有，刚刚好
。
??三个年轻干事看到黄秀玉的表情，相视窃笑，声音很轻却足够她听到，既是善意的嘲讽，也是蓄意
的提醒。
黄秀玉这才反应过来，狠狠白了他们一眼，撇了撇嘴。
放下指甲刀，拿起办公桌上看了一半的小说，翻到书签标记的页面。
眼睛虽然在文字上移动，心思却怎么也从武伯英身上拉不回来了。
????新运分会所在的后楼，是党部社工部的办公楼，原是旧官学的学馆。
二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与繁华的西大街只隔着一排店铺，如同一个闹中取静的书生，一心只读圣
贤书的样子。
党部大院原是前清陕甘总督的府邸，科举时省试考取的举人，要集中由总督象征性地辅导，官学故而
设在总督衙门后院。
总督早在满清新政时就已取消，所以辛亥革命时不成为攻击目标，保存相对完整。
辛亥革命后打通了隔墙，总督衙门和官学连成一体，学馆就成了省党部的后楼。
官学原来朝东开的大门，隔墙打通后就变成了省党部的东偏门，因为路两边全是卖竹编器具的摊贩，
无名之街也就叫了竹笆市。
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各自机构联合使用的“新城黄楼”，与省党部隔着钟楼遥相呼应，形成西安
城内权力的两极，互相制衡。
如今加入了尾追、堵截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还有党调处和军特处等各种势力，权力结构转向多极，共
同支撑着国民党与蒋介石在西安乃至陕西全境的统辖。
省党部南大门外是东西走向的粉巷，与西大街平行，与广济街相接，再延伸过去就接了南大街。
粉巷历来是西安城内烟花兴盛之地，古时文人以流连青楼为雅事，于是娼窑妓寨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
奇了。
????省新运分会风风火火成立了起来，原本分着调查、设计、推行三科，经过两年多的大力运作却收效
甚微，于是就成了一个闲散单位。
水至清则无鱼，大部分干事都钻营去补了肥缺，只留下了分会总干事武伯英带着几个人应付上面的各
类活动，如同委员长在新运运动中剃的光头一样硕果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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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员流失，办公室也压缩得只剩这一个大间，武伯英是去年底上任的总干事，没有享受到一楼单
间的办公待遇。
????黄秀玉放下小说，对武伯英抱怨：“他架子倒不小，整个党部都在等着他，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
所呢。
????武伯英没有答言，还是看着窗外，凝眉眯眼，似乎受不了强烈阳光的刺激。
????突然有一队军车从西门驶来，沿着西大街朝钟楼疾驰，开道敞篷吉普车上的军官不可一世，后面四
辆大卡车坐满了兵丁，荷枪实弹。
巡街警察来了营生，吹着哨子挥舞警棍，路人和摊贩纷纷躲避，广济街口原本挤成的人疙瘩，霎时间
分开一个宽绰的通道。
风驰电掣般的车队扬起的浮尘，飞进路边小吃摊的锅碗瓢盆。
????卖酸梅汤的老汉用蒲扇在大瓷缸上狠劲扇了两下，带着点怨气大声吆喝：“酸梅汤——加了土的酸
梅汤！
”????烟尘一直通到钟楼，然后转而向北，沿着北大街向北门而去。
武伯英认得这是东北军的军车，德国制造，声音浑厚有力。
老蒋和德国的老希商谈过购买坦克的事情，前几年报纸传过一阵子，当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在南方丘
陵地区，德式重型坦克用来剿共显然施展不开，时人都推测他要用来对付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寇。
随着德日联盟的建立，德国人转而偏袒日本，购坦克的事情搁浅了，换成了这些军卡，先紧着装配张
学良，用以运送兵员剿灭转移到陕北的共产党。
????武伯英把半截烟卷弹到窗下房顶的青瓦上，关上窗扇，把飘来的尘土拒之窗外，随口吟道：“闺中
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武处长，真是有大学问啊！
”黄秀玉从小说里抬起头，话音未落就接了口。
????武伯英听言笑笑：“小时候念家塾，祖父教的几句旧诗。
”????武伯英并不是处长，可黄秀玉却喜欢这么称呼他，因为新运分会独立在社会部各处之外，自成一
家。
“武处长，你念的这几句是唐诗吗？
寥寥几句，就把一个女儿家的心思写得惟妙惟肖，这句‘悔叫夫婿觅封侯’，更是绝了。
”????“是晚唐王昌龄的《闺怨》，看见军车，站在楼上，不由得就涌起这几句。
”????喜好打趣的栾干事搭腔：“黄小姐从小受的是西洋教育，自然不知道这首《闺怨》，我们这些土
包子，小时候读《诗三百》、《千家诗》时，被先生戒尺打着手心，却都读过，呵呵。
”???独自在自己角落里打瞌睡的杨干事也来了兴致，站起身来边说边比画：“哈哈，黄小姐闺怨倒是
有的，不过恐怕都是些西洋闺怨。
‘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董干事已经成家，河东师吼在耳，似乎丧失了挑逗女性的本能，虽不说话，却看着黄秀玉笑得更
加揶揄。
??黄秀玉的父亲虽不是大员，毕竟在中央党部供职，所以她在这些人面前居高临下惯了，如何能咽得
下这口恶气，非常气恼，“啪”地把小说拍在桌上。
大家都是玩笑嬉闹，自觉火气发得就有些过分，于是偏转了目标。
“武处长不西洋吧？
但是人家有绅士风度，抽烟时知道开窗子，不像有些没教养的土包子，一根烟卷接着一根烟卷，火柴
倒是省了不少，却把屋子弄得着火一样，还臭烘烘的！
”??这一手把三个年轻人震住了，都窃笑着收敛了一些。
??武伯英看看黄秀玉，把手插在西裤口袋里，身子靠在文件柜上缓缓说：“小黄说的很对，这诗末一
句就是精华所在，王昌龄一个大男人，朝廷命官，没来由这么小家子气，他貌似在写闺怨，实则在担
心国家的战事。
”??黄秀玉有了武伯英这口底气，更来劲了：“就是，你们也该学学武处长，别不懂装懂，不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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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先生打手心学的诗，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要是你们先生，就打你们的嘴！
”??黄秀玉骂完，出了口恶气，反倒没有了刚才的认真，自己先笑得趴在了桌子上。
三个年轻人见她这样，也都回到了玩笑的轨道，于是皆哈哈大笑。
黄秀玉好一阵子才平复了情绪，对武伯英抱怨：“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所一趟呢！
一个破巡官，就把你们吓成了这样。
”??武伯英劝慰道：“再等等，也不急在这一时。
”??三个干事原本在心底里就有些不满，听黄秀玉这么说，也都纷纷发起了牢骚。
??闲散单位自有闲散单位的好处，虽无油水可捞，却有大把的时间以供支配。
往常下午这个时候，办公室基本就剩下武伯英一人，其他四个各找由头去了外派，十有八九为着私事
。
他们倒是深刻领会了新生活运动的实践指引——“三化”，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和生活军事化
。
小杨喜欢听秦腔，此时往往要去易俗社的戏园子，看个下午场的戏，把生活艺术化了；小栾喜欢打麻
将，几个好友拉开场子，经常要从午后战到午夜，吃苦耐劳地躬行生活生产化，虽说有赔有赚，种庄
稼还有个丰收减产，一个道理；小董是生活军事化的典范，早早回家向老婆报到，手里干着家务耳朵
听着数落，待遇和扛枪挨骂的粮子丘八基本相同。
??黄秀玉洋化新潮，很符合蒋委员长新运训话的要旨，“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她从英国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了西安，喜欢的那些情调越来越远，心中难免寂寥。
还好竹笆市上的阿房宫电影院近在咫尺，门头修成宫殿式样，两个朱漆柱子盘着金龙，从办公室经东
偏门过去，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
阿房宫一天三场电影，据说龙眼和龙珠晚场时点亮，黄秀玉却从未见过，晚上城内宵禁，兵荒马乱，
三教九流，女孩子家出来不安全，所以总要去放映厅看个下午场。
沉浸在各种臆造的情节里，浑然忘我，也忘了身边的纷扰和眼前的失意，电影已成了抚慰心灵的良药
，和信徒做礼拜似的执着虔诚。
她懂英语，那些美国片子根本不是障碍，只是气恼每隔几秒画面全无后黑幕上出来的汉字台词，让梦
做得不那么顺畅。
??当然，她初来乍到，旷工时还忐忑不安，间隙会回到办公室，对独自伏案忙活的武伯英撒谎。
武伯英从不深究她的去向，也对她挑起的话题不感兴趣。
党部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同仁，都巴巴地和她套近乎，年老的为了她父亲的提携，年少的为了临近
芳泽。
所以，黄秀玉觉得武伯英是个不寻常的人，反倒激起了她的好奇，也激起了她的好感，乃至于激起了
心动。
??武伯英心里清楚，这个党务巡官一定不是盏省油的灯。
??上午调查处一科长胡汉良给武伯英打过电话，通知说南京来的专属视察员齐北昨天抵达西安，今天
即来党部公干，上午高层召开见面会，下午到各个部门拜访同仁。
调查处是干什么的，大家都心里清楚，那是随时能让人面临牢狱之灾甚至从世界上消失的部门，而且
无论你是何人，都能拉下马来。
中央党部有特工总部，其下属机构在省党部就是调查处，就是后来的“西安中统”，当时称中央党部
调查处，简称党调处。
“中统”“军统”正式成立于1938年，此时“中统”称中央党部调查处，简称党调处；“军统”称军
事委员会密查处，简称“军特处”。
??党调处空缺处长，一科机要科长胡汉良代行处长之职，这个齐视察员的架子不小，胡科长都成了他
的传令兵，于是下午整个党部的底层人员比较齐整，各自在办公室内齐聚一堂恭候大驾。
??新运分会挂靠社会部，下午一上班，米部长就过来给武伯英交代：“上午开会时我见了姓齐的，不
好惹，把你手下的都留住了，给我长个脸，这可是钦差，听说是小陈部长亲自点将，前来督察陕西党
部的办事不力，看样子咱们成绩的好坏，全在他一句话上。
”??武伯英刚才关于解散的承诺有些自作主张，却不是傲慢，只是觉得自己这个闲散部门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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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没有跪阶而迎，也不会引起齐巡官的不满。
??小栾说：“党部如果是头牛，社会部就是牛尾巴，咱们新运分会就是尾巴尖，虱子从牛鼻子爬到尾
巴尖，也就快下班了。
”??小栾的趣话引起了一片笑声，而武伯英却没有一丝笑意。
黄秀玉借风起浪：“齐北，我见过，在中央党部不过是个小角色，进我爸爸的办公室，还要喊报告。
”??武伯英抬眼看看黄秀玉，不愠不火：“但是在这里，你得给他喊报告。
”??黄秀玉刚想张嘴反驳，武伯英突然张开双臂做个下压手势，示意大家安静。
他面冲着南面，透过南窗看见有两个人正沿着外廊过来，走在前头的正是机要科长胡汉良。
陕西地方邪，说谁谁就来了。
??胡汉良先迈步进来，破天荒穿着一身中央军少校军服，更显得身材瘦长，也更突出了那颗与身子不
成比例的大头。
凭心而论，胡汉良的头颅并不硕大得无朋，只是满脸横肉张扬着凶残狠毒的性格，也膨胀了头颅。
他是党调处头子徐恩曾的得意弟子，徐是中央党部老陈部长的表弟，小陈部长的表哥，黄父偶尔提起
来都带着几分惧怕，女儿临行时黄父告诫的唯一忌讳就是别招惹CC系的人。
黄秀玉讨好的方法带着女孩子的味道，她也这样恭维武伯英，在党部里和胡汉良照了面，先大声称呼
“胡处长”。
胡汉良也乐得领受这个虚职，并不推辞。
不过党部里的同仁都称胡汉良为处长，而武伯英只有黄秀玉叫他处长，别人最多尊称为“武总”。
??黄秀玉笑着招呼：“胡处长，今天穿的可真威风。
”??胡汉良带着几分矜持点了下头，让开身子，紧跟的那人就进了办公室。
那人一进门，大家都感觉到一股阴气扑面而来，无形震慑了满屋人员，不由得站起了身子，武伯英也
把脊背离开了文件柜。
??胡汉良张手介绍：“齐巡座，来看望诸位。
”??齐北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年纪，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皱纹不多却每条深可到骨，如同刀刻一般。
穿着一身看起来挺厚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却丝毫没有闷热的迹象，浑身上下反倒散发着逼人的寒冷。
??胡汉良摊手指指武伯英：“总干事武伯英。
”??武伯英绕过会议桌，伸出右手与齐北相握。
齐北抬手轻轻一捏，冷着脸说了两个字：“辛苦。
”??武伯英也冷着脸，点了点头放下手臂。
??胡汉良转手介绍黄秀玉：“妇女指导员黄秀玉，南京黄主任的女儿。
”??黄秀玉连忙离开办公桌迎上来，堆笑伸手。
齐北却把手垂在身侧没有回应，只是多说了几个字：“我和你爸爸是朋友。
”??嘴上说着朋友，表情却如同念叨仇敌，黄秀玉收手一笑，非常尴尬。
胡汉良又把其他三位干事作了介绍，几个青年赔笑哈腰，齐北却连头都不点，只是冷冷看一眼。
胡汉良打圆场：“巡座到社会部办公楼，主动提出来，先从最后一个办公室走起，所以就先到了咱们
新运分会。
”??胡汉良话音未落，齐北已经转身出门，他只好紧跟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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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惟有真正深藏不露者，才是最厉害最可怕、最致命的对手。
孪生兄弟一生一死，妻友难辨谁是真正的中共潜伏者？
　　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临终解密101岁老人道出触发西安事变真相的⋯⋯　　西安人讲西安事，讲得
很大气也很好听，让人不忍释卷，这是我读长篇小说《潜伏·1936年》的第一感觉。
　　《潜伏·1936》汉稳的叙事风格以及作品所带有的厚度。
也是谍战题材小说难能可贵的，当属近年谍战小说中的上乘佳作。
　　“西安事变”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件，以“西安事变”为题著的影视、
纪实、小说多有面世，《潜伏·1936》却仍能找到新颖独特的艺术途径，展示出别一番艺术景观，叙
述沧桑而力道十足，情节悬疑迭起且沉稳从容，这部小说把历史真实和传奇糅合得几乎天衣无缝，当
是纪实小说创作的一次成为探索，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没有符号式的情节，没有程式性的情义，让人
物去做事说话，从为准确地把握着各个人物的个性，便有了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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