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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也

使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震怒。是谁策划

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

动？ 日军，伪军，蒋军，土匪，还是正在接

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

如果是后者， 那么， 这一事件就更为严

重， 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

荡。为查明真相，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人

彻查。彻查由谁担纲挂帅？决策者们几乎

想到了同一个人———谢滋群。

谢滋群，1916 年 8 月 15 日出生于江

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 1930 年参加

红军，同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红

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 广昌警备区保卫

局局长、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陕甘

宁边区保安处保卫科兼侦察科科长等

职。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深得领

导、同志的信任。 长征时，谢滋群因患了

重病，吐血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

虚弱，连牲口也骑不了。有些同志出于关

心，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但红一军

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坚决不同意：“一定

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他

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 ”随后

亲自组织人抬担架。 谢滋群坐了几天的

担架后，身体状况渐渐好转，罗瑞卿又将

自己的骡子拨给他骑。

罗瑞卿的话很快成了现实。 1936 年

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中央和红

军总部曾设在保安，但保安太小，不利于

红军的发展。1937年 1月，谢滋群接受了

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 为中共中央机关

迁至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 于是，谢

滋群挑选了 5 名侦察员， 请两名老乡当

向导，分别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做小

买卖的，来到延安。 经过严密侦察，他们

报告：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

1937年 1月 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

利地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

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

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谢滋群也因此被

誉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

这一次， 谢滋群又爽快地接受了任

务。 他多次召开“诸葛亮”会议，与大家广

泛交换意见，制订出方案：立足于充分发

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

况下， 再出动足够的兵力， 彻底消灭敌

人。

开始，有人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象。

因为周恩来的遇险正好发生在抗大风波

过去后的 21 天， 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

张国焘的追随者、 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叛

逃投敌后的 5 天， 地点又恰恰在原红四

方面军控制区域内的崂山。

当天夜里， 中央警卫团包围了张国

焘的住地。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

定，让警卫员勿轻举妄动。 通过谢滋群等

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

释，才知道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是

一场误会。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 谢滋群一面组

织人员到群众中去， 进行广泛而强有力

的宣传，一面派人深入案发地附近，与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讲革命道

理， 打消群众的顾虑， 以取得群众的理

解、信任和支持。 当谢滋群得知李老汉可

能知道线索后，便立即来到李老汉家。 可

李老汉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

论谢滋群怎样好说歹说， 他就是一味推

托“我什么都不知道”。 谢滋群并没有气

馁，既动员当地干部、觉悟较高的群众做

李老汉的工作， 又通过帮李老汉耕田耙

地等来换取李老汉的信任。“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李老汉终于说出了周恩来遇

险那天，他在砍柴时所看到、听到的一切

及他所认识的一个人。

根据李老汉所言， 再综合两个侦察

员化装成货郎， 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到的

情况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线索， 作案者

的嫌疑直指当地土匪。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

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 行程

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 这一问题，

不仅是本案的关键， 而且涉及到揪出土

匪在延安的卧底， 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

威胁。 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

脑汁。 最终，他决定两种调查方案同时进

行： 一是在知道和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

秘密的人员中进行排查； 二是派人打入

土匪内部“卧底”。 此举虽然非常危险，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化装成外地土匪

的同志， 通过有效渠道顺利地打入了土

匪内部， 并通过斗智斗勇取得了土匪内

部知情人员的信任， 很快确知周恩来等

出行消息来自冯长斗———土匪头目李青

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

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 并组

织人员进行了突击审理。 别看冯长斗平

时老奸巨猾，又是十足的无赖，但没顶几

个回合，便交待了事情的原委。 谢滋群顺

藤摸瓜，乘胜追击，终使案件水落石出。

奉命调查周恩来崂山遇袭案，终使案件真相大白

谢滋群: 延安的福尔摩斯

他，1 4 岁参加红军，除出生入死历经无数次战斗外，还着力从事保卫、侦察、侦破工

作。 由于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侦察工作， 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

军”；因成功破获周恩来崂山遇险一案，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他就是谢滋群。

西安事变后，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

也鉴于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叶剑

英、秦邦宪率领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

处理西安事变。行前，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

石，蒋介石顾全大局实行全国团结抗日，形

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基于各方的共同努力，

西安事变的处理结果基本符合中共中央的

主张。 随后，国民党承认陕甘宁三省的 23

个县为特区，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 南方游击队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

处。

1937 年 4 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

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出发，拟经崂

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等地，赴西安建

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 这一消息对外

绝对保密。因为是远行，有关单位还租用了

三辆汽车。由 32人组成的警卫排乘坐第一

辆车， 他们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 发子

弹，4 颗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 周恩来坐

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 军委副总参谋长张

云逸、 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

随从副官陈友才、 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

孔石泉、 新闻记者等人坐在车厢里。 炊事

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

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上。4

月 25日上午 9时，汽车穿过延安城直奔西

行的通道崂山大道。 12时许进入崂山。

汽车顺利地爬上陡坡， 进入一个簸箕

形山坳。 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居高

临下朝三辆汽车射来，顷刻间硝烟弥漫，沙

尘四起。 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

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

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他们眨眼之间

便大部牺牲或受伤。近 200名敌人见状，立

刻发起了冲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

沉着地指挥，利用地形、地物和汽车作为掩

体，进行还击。陈友才很快发现右侧山头没

有埋伏敌人，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

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草覆

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向东南山上突围，遂

立即向周恩来作了简短汇报。 周恩来当机

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很快越过了开阔

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人的突围意图后，

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 陈友才一面指挥部

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

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 敌

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是黄呢子制服， 面孔

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

是周恩来，于是，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他射

去，他立刻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般，但他挺

立着，久久没倒下来。因陈友才的衣袋里有

“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所以敌人更加认定

陈友才便是周恩来， 遂在他的遗体上连捅

了数刀。见阴谋已经得逞，这股敌人才嚷嚷

着回去交差了。

这次崂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

云逸、孔石泉、刘九洲 4 人。 周恩来突围之

后，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

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 待驻扎在延安的一

个骑兵连赶到， 周恩来立刻命令他们迅速

赶赴现场。 而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

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一条

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 周恩来禁不住泪

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 永远也不能

忘记他！”该毛毯现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

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

在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前， 延安南部的黄龙山

中盘踞着一股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土匪， 达 200 多

人。 他们占山为王，常常在金盆湾、云岩、临镇一

带，打家劫舍，抢劫过往商客。

1934 年 8 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成立

后，红军通过争取与政治瓦解，将该股土匪改编为

红泉县突击队，驻扎在金盆湾。同年 12月，国民党

甘泉县党部为拉拢该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

兆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

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 并令其打死了队长

李青云，将队伍拉回到黄龙山中，使之成为国民党

操纵下的政治土匪。该股土匪不仅刺探红军、地方

政权情报，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还扩充势力，抢占

地盘，残害老百姓。

这股土匪非常狡猾， 别看他们没有经过什么

正规训练，但由于武器装备好，亲属朋友多，地理

情况熟，还确实是一个“难缠的主”。

为消灭该股土匪，稳定民心，保卫延安，红军

和地方政权成立剿匪部队进行过清剿。 但土匪哪

愿束手就擒，反而策反我剿匪部队，用金钱、美女、

封官许愿，拉拢腐蚀了剿匪部队政委贾腾云，企图

寻机打死剿匪司令吴台亮， 带领剿匪部队投降国

民党。好在吴台亮及时察觉并采取果断措施，才使

剿匪部队未受损失。

土匪的阴谋破产后， 又拉拢收买流氓地痞做

坐探，刺探红军情报，以期策划新的更大的阴谋。

1937 年 4 月初，土匪奉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

指示，派遣两名匪徒到延安侦察。两名匪徒到延安

后，与李青伍所派、潜伏在延安哥老会办事处的土

匪坐探冯长斗接头，经过五天的秘密侦察，得到了

我 4 月 25 日要派周恩来等代表去西安建立八路

军办事处的消息，赶回匪巢，报告给李青伍。 李青

伍认为若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

在国民党军队中扬名，这个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绝对不能错过！于是他于 4月 24日召集姬延寿等

土匪头目，密谋出了伏击计划。 为防止走漏消息，

也为了不使匪徒们胆怯，匪首们隐瞒事情真相，对

外只是说去崂山伏击过路的汽车，打劫货物。

当天晚上，李青伍带领 190 多名匪徒，几乎是

倾巢出动，在夜幕的掩护下，在 25 日天亮时分，赶

到了樊家村头。 稍事休息后，又翻越盘龙山，穿过

盛榆公路，爬上了崂山。

于是， 便发生了前文所述的周恩来等在崂山

遇险的一幕。

也就是在匪徒们埋伏、 修筑简单战壕的过程

中，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正在砍柴的李老汉，李老汉

一看，见其中有一个熟悉的人，立刻知道土匪又要

打劫，为少惹是非、保全性命，他连滚带爬地赶回

到了家中。

事情至此，谢滋群决定坚决、干脆、利落地消

灭该股土匪。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剿匪工作在他的

统一安排下，很快全面铺开。

红军首先派部队从东南面切断土匪的退路，

防止土匪从临镇经宜川逃过黄河。然后，以正规部

队警四旅为主力，由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

五县的地方部队紧密配合，对土匪形成合围。前后

用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将土匪击垮，并生擒了土

匪头目李青伍、 民团头目姬延寿以及其他匪徒十

余人，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铺、安塞河底

坪等地将之处决。

4 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操场举行

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崂山遇害的烈士。

谢滋群因侦破有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据《世纪风采》）

周恩来崂山遇险

谢滋群受命破案

遇险案真相大白

谢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