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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统、军统、汪伪76号，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破密电，除叛徒，保卫中共领导人，传递绝密情
报；凭借超人的胆识、过人的智慧潜伏在敌人心脏；即使是“五重间谍”心中也只有一个方向；传奇
、神奇构成了他们绚丽的间谍人生。

本书是的《谍战在龙潭虎穴》，讲述了11位潜伏在龙潭虎穴中的中共高级特工的故事。

 《谍战在龙潭虎穴》由韩春萌编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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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投身革命  屡遭通缉　　李克农，祖籍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巢县一个小康
之家。
1910年以后，他们举家迁居到安徽芜湖市，李克农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芜湖度过的。
　　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又名李道明)虽然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他知书达礼，且为人正派，思想比
较开明。
李哲卿年轻时，曾在地方政府及海关任过职，积累了一定的家产。
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使李克农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
他曾就读于安徽公学附小和圣雅阁中学，少年时代便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他所就读的安徽公学，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
在这里读书期间，他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不仅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的书
刊，还结识了陶行知、蒋光慈、恽代英等中共早期党员，受到他们的影响。
　　1917年，李克农来到北平，在北平的《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
张勋复辟，被迫回芜。
也是在这年，他娶了赵瑛为妻。
　　次年，在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的蒋光慈与校外的钱杏邮、李克农等人组织&ldquo;安社&rdquo;(
以英文&ldquo;无政府主义&rdquo;一词的汉语译音&ldquo;安那其&rdquo;为名)，出版油印小报《自由
之花》，猛烈抨击反动军阀政府。
　　1919年&ldquo;五四&rdquo;运动爆发后，作为安徽公学的一名学生领袖，李克农积极参加了芜湖
学生运动。
与高语罕、朱蕴山、钱杏邮(阿英)、宫乔岩等，常在科学图书社相聚，并给《皖江日报》撰稿。
不久，李克农到安徽安庆市的《国民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因反对苛捐杂税，被安徽省参议会议长晋
恒履控告入狱。
一周后经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请愿，才获保释。
　　1920年李克农曾就任省政府秘书。
第二年，赴安徽六安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企图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
芜湖是教会学校较集中的地方，仅中学就有4所。
1925年李克农回到芜湖。
5月11日，圣公会中学学生因为拒绝参加祈祷，与校方发生矛盾，教会学校开除领头学生，导致该校与
其他三所教会中学举行罢课，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
李克农、钱杏邨等推举王稼祥等人作为代表前往省政府教育厅请愿，最后教育厅为学生办理了转学手
续，学生取得初步胜利。
　　5月30日，上海发生&ldquo;五卅&rdquo;惨案。
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纷纷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斗争。
在此后的一两周内，国内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活动就达600多起。
6月初，芜湖成立&ldquo;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rdquo;声援上海，李克农、阿英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
并负责&ldquo;外交后援会&rdquo;宣传事务。
后来，大批学生从教会学校退学，为了使这些退学的学生有书可读，使他们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李克农与宫樵岩、钱杏邨等在大观山脚下创办民生中学。
学校创办伊始，李克农担任事务主任，宫樵岩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
民生中学不但收容了被教会开除的学生，还培养了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
　　学校成立不久，钱杏邨因抨击时局，被军阀通缉，只身去了上海。
　　1925年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张秋人，从上海来芜开始建党
，要求超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成立了芜湖第一个党支部，由张秋人担任支部书记，委员有王坦
甫、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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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召周范文赴上海，当面指示安徽建党工作。
4月，周范文由上海回芜，将党团组织分开，正式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简称&ldquo;芜湖特
支&rdquo;)。
　　钱杏邮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派遣潜回芜湖民生中学，准备策划武装起义。
在钱杏邨的影响带动下，李克农也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李克农经杨士彬、俞昌准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
李克农虽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公开职业却是国民党芜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没过多久又担任
安徽省委委员。
在此期间，他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从事进步活动，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几天后，芜湖大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被捕，有的被杀害。
4月18日，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李克农事先获悉，及时通知同志们转移，使中共芜湖特支
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隐蔽。
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李克农等人潜往巢县，他成了敌人悬赏通缉的对象。
　　8月12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情况有所好转。
11月27日李克农返回芜湖，恢复民生中学，并自任校长。
他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将此校办成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
根据党的指示，他在校内成立&ldquo;济难会&rdquo;，组织学生反对蒋介石和新军阀陈调元。
　　芜湖有个青帮头子叫马玉伯，在北伐军进入芜湖后，迫于形势装出革命姿态，拿出一部分钱财支
持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暗地里却与国民党右派勾结，想借机称霸芜湖。
为了掌握他的动态，也为了掩护身份，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李克农与钱杏邮打入芜湖青帮组织，建
立关系，探听消息，进行革命斗争。
　　一天晚上，李克农和钱杏邮备了一份厚礼，到马玉伯家登门拜访。
因为李家与马家早就有联系，马玉伯显得非常热情。
当李克农与钱杏邨表示想加入青帮后，马玉伯接收了他们。
接下来，李克农与钱杏邨在马家灵牌前烧纸行礼，以示入门为弟子，马玉伯则在一旁还礼。
仪式结束后，马玉伯请他们两人坐下来喝酒，对他们加入青帮表示欢迎。
　　此后的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有了缓和，但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又彻底倒向了
国民党右派一边。
尽管对马玉伯的工作没有最终取得成功，但这是李克农第一次尝试&ldquo;打入&rdquo;对手内部开展
工作的经历，为以后的潜伏工作积累了初步经验。
　　1928年1月27日，芜湖国民政府公安局围捕&ldquo;济难会&rdquo;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大肆逮
捕共产党。
1月28日清晨，军警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
李克农打算去民生中学安排撤退，但快到校门口时见国民党军警已包围学校，只得赶紧化装潜往上海
，他走后遭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省长陈调元下令通缉。
　　李克农直奔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南京再去上海。
没想到刚出下关车站，又碰上国民党士兵在抓人。
原来，南京也在通缉李克农。
他见情况不妙赶紧回身逃走，士兵在后面紧追。
跑到一个路口时，李克农与一辆人力车相撞。
车上的人认出了他，把他拉上人力车，并让车夫拉上他快跑。
这个救他于危急之中的人，是曾在芜湖民生中学当过体育教师的国民党上校军官王振武。
王振武思想进步，了解情况后将李克农带到第六军驻南京办事处躲避风头。
身为暂编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王振武，安排李克农暂时在政治部担任中校秘书。
后来局势稍微平静时，他护送李克农乘火车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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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事，王振武被国民党革去了官职。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谍战在龙潭虎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