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钊一案的几名主要凶手陆续被捕，最后就

剩下王振南一人。 王振南是浙江绍兴人，此人平日

热心利禄，狡猾多端。1927年，王振南在北平任京师

高等审判厅推事，李大钊一案由他主持审讯，他以

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

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 30人进行“会审”。 国民政府

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密令王振南对李大钊严惩。

1927年 4月 28 日， 北平司法部一带交通突然

被断绝，路旁岗哨林立。 上午 11 时，以王振南为首

的“特别法庭”法官，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突

然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所谓“军法会审”。“会审”只用

了一个多小时便匆匆结束，最后决定对李大钊等人

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不许上诉。 然后用六辆汽车将

李大钊等人送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 下午 2

时，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台，被敌人使用“三

绞处决法”绞杀了整整 40分钟后，英勇就义。

此案判决不久，王振南就被擢任为上海第一特

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这虽是一个荐任职，但因

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待遇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

级月薪 400 元之外， 另拨给特别办公费 400 元，这

是国民政府因为他处死李大钊有功而付给的报酬。

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匿居上海。 在人民政府

调查他期间，他故意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 1955

年 12 月，王振南被依法逮捕，经过侦查员的多次审

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低下了头。 1955 年

12月 13日， 王振南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

依法判处死刑。

（据《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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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害 2 0 余年后凶手终伏法

核心提示

1 9 2 7 年 4 月 2 8

日，伟大的革命先驱、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

大钊被秘密杀害。 时

逢乱世， 凶手飞扬跋

扈，一直没有伏法。 2 0

余年之后， 杀害李大

钊的绞刑架被意外发

现， 由此北京市开始

了在全国追捕凶手的

历程，4 名主要凶手相

继伏法。

1 9 4 9 年 1 月 3 1

日， 北平正式和平解

放。 从西柏坡走出的

1 0 8 名保卫干部进驻

北平， 负责接管北平

市公安局。

1 9 4 9 年 2 月 2

日， 北平市公安局七

分局局长朱文刚带领

几名公安干部前去接

管功德林监狱。 朱文

刚走进一个大房子里

时看到一个绞刑架，

监狱里留守的旧警察

向他说出了一个惊天

秘密———这就是绞杀

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

的绞刑架！

朱文刚一惊，马

上向上级汇报情况。

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市

公安局抓捕杀害革命

先驱李大钊的凶手。

由于这是 2 0 余年前

的案子， 市政府要求

只抓主要凶手。 经过

市公安局鉴定之后，4

名主要凶犯被公布于

众：吴郁文、王振南、

雷恒成、陈兴亚。

1951 年 6 月 5 日， 一封中央人民政

府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举报信递到了北京

市公安局， 副局长冯基平迅速布置任务给

自己器重的侦查员温振海。

第二天， 温振海就按照举报信来到了

鼓楼地区， 可他在当地户籍簿没有发现那

个绝密信上提到的“博哉”，不过倒有一个

叫“吴博斋”的人，汉族， 69岁。

温振海循着地址一路找来， 进了一个

标有“4 号” 的四合院。 温振海来到四合

院里的北屋， 看到屋内东侧的床上躺着一

个老人。 屋里的光线很暗， 那老人冰冷锋

利的眼神让温振海心一惊， 他礼貌性地向

老人寒暄了几句， 就出来了。

温振海走出四合院大门， 推着自行车

拐进了附近一个胡同里， 胡同里有几个大

爷大妈正坐在那里聊天， 于是他把车子一

停， 和他们闲聊了起来。 从他们嘴里， 温

振海了解到那个北屋的老人姓吴， 以前是

一个大官， 曾给大军阀张作霖效力， 现在

腿瘸了， 自打解放后就没有出过院门。

听到这里， 温振海觉得那个老人十有

八九就是吴郁文， 回去后就向狄飞处长作

了汇报。 此时调查科的侦查员也掌握了一

些重要情报， 他们在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

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

的名字， 还发现了吴郁文的受奖名册、 证

书。

1951 年 6 月 10 日， 就在公安局追查

吴郁文的时候， 北京三里屯地区派出所收

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 信上说： “谨

向政府举报， 数年前， 曾在北京西北角寺

内露面的‘了明禅师’， 实是认贼为父的

汉奸、 特务分子。 民国十六年， 就是由他

带领警探包围了当时俄国大使馆兵营， 逮

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数十人， 李

大钊及诸同志惨遭绞刑而殉难……”

此信立即引起重视， 北京市公安局局

长谭政文马上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

案情以两条线索并行展开。

负责追查吴郁文的侦查组提审了在押

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有血债的旧警和军

统特务分子， 掌握了吴郁文的大量资料。

狄飞把案情汇报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

里， 彭真见证据确凿， 立即下令抓捕吴郁

文。

1951 年 6 月 20 日， 执行科科长杨永

宣带人逮捕了吴郁文。 到了侦查处， 吴郁

文把策划、 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详

细地供了出来。 虽然吴郁文在此案中犯罪

情节最为严重， 但政府念其被捕前患重

病， 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 没有立即给他

判刑， 而是先为他治病。 1953 年 5 月 17

日， 吴郁文病死在看守所里。

检举信让雷恒成现原形

追查雷恒成的侦查小组根据掌握的种种线索，

顺藤摸瓜追到上海。 对于雷恒成这个人，上海方面

掌握的情况很少， 但他们马上组成了专门的力量，

配合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投入到查找雷恒成

的工作中。

1952年 9月，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接到了一

封上级转来的检举信。 信中检举一个名叫“雷恒成”

的人， 此人历任奉系军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沈

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伪宛平县县长等职，数次

亲率侦缉队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心塌地为

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军效劳。 他曾亲手将李大钊抓

进大牢，在狱中对其百般折磨，最后使其惨遭杀害。

检举信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雷恒成可能潜匿

在上海，住在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一带，以“卖

卜”为生。 他有一个前清皇帝赏的金挂表，平时几乎

从不离身，嘴里还镶有几颗金牙。

这封检举信立即引起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分

局局长马益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六股股长王天杰。

经过几天的调查，案情有了进展，侦查人员发现在

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有个“算命先生”，年龄、

长相、身材与检举信上提到的“雷恒成”吻合，不过

此人在当地派出所上登记的名字是“赵志安”，别

名：了明禅师。

侦查小组决定去探个究竟。 一天中午，侦查员

鲁全发假扮成一个看相的人，敲开了“赵志安”的家

门。 鲁全发说明了来意，赵志安热情地招呼他进屋，

捋着自己稀疏的胡子， 摇头晃脑地说：“何谓双运？

一是财运，二是官运……”他银须飘洒，俨然一副仙

风道骨的忠厚长者。

通过交谈，鲁全发发现这位老人的年龄、相貌、

口音，连同他一笑露出的金牙，都和检举信上说的

对上了号。 最后还发现了他衣兜里那块金灿灿的挂

表，挂表内盖上印着一帧清帝的头像。 付过钱后，鲁

全发立即回到公安局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一早，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就派人来

到了马立斯新村 46 号 2 楼， 对赵志安的住所进行

了搜查，搜查出的证据证明，赵志安就是雷恒成。

据雷恒成交待，1927年 4 月， 他偕宪兵百余人

包围苏联大使馆，捉拿藏身于此的中共党员 13 人。

李大钊被捕时用以自卫的蓝色小手枪被其夺为己

有。 在狱中，他对李大钊滥施酷刑，最后将其杀害。

1952年 12月 17 日，华东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

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在《审结报告》上亲笔签批：

“同意处死刑，立即执行。 ”

蒲志中向公安局自首

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将吴郁文逮捕不久，位于王

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迎来了两位特殊的

客人———一位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另一位

是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侦查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等两人说明

来意后，侦查处的人员无不吃惊，因为蒲志中竟是

来自首的！ 他说自己曾参与审讯过李大钊。

事关重大， 侦查处的人员马上向上级反映，可

北京市公安局和市委领导对此事的意见不统一：市

公安局局长罗瑞卿认为，对这样的历史罪人，投案

自首了也应该抓起来，以彰国法。 而北京市委书记

彭真和副书记刘仁认为，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对于

有自首情节的，不能再抓了。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在

蒲志中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后， 就把他释放

了，没有将其收监。

蒲志中自首，他的孙女功不可没。 北平刚解放

时，蒲志中的孙女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当时恰逢

公安局缺干部， 组织部就把她分配到公安局工作。

她觉悟高，工作也非常认真，很快就得到领导的赏

识和信任。 1949年 5月，毛主席第一次进北平城看

戏时，组织特意派她给毛主席当警卫。

镇反运动开始后，蒲志中知道自己以前罪孽很

深，担心被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出来，整日忧心忡忡，

坐卧不安。 这个情况被他机敏的孙女发现，她知道

自己的祖父解放前曾在旧警察机关就职，就询问原

因，祖父说自己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时，曾审

讯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 她听后很吃惊，然后果断

地说：“你必须去自首！ 我带你去自首！ ”

蒲志中还为抓捕最后一个主要凶犯王振南提

供了一些情况。

昔日特别法庭法官被处决

李大钊就义前与难友合影。

李大钊故居。

2 0 余年后， 杀害李大钊

的绞刑架才被发现。

镇反运动陈兴亚先被揪出

1950 年 12 月， 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运动打击的

重点是土匪、 特务、 反动会道门头子和

反动党团分子， 并鼓励群众揭发检举。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积极追查杀害李

大钊的凶手， 不久， 陈兴亚就在上海被

群众揭发举报。 当地公安局立即实行了

抓捕， 经审问， 他对杀害李大钊之事供

认不讳。

陈兴亚， 1882 年生于辽宁海城县腾

鳌堡永安村。 1905 年考入日本振武学校

陆军宪兵练习所士官班。 1917 年任京师

宪兵司令。 1924 年 10 月， 陈兴亚调任京

师警察总监。

1927 年 4 月 6 日， 陈兴亚亲自指挥

军警宪特闯入当时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

大钊， 致其被害。 陈兴亚则因此升为陆

军中将。 北平解放前夕， 他见大势已去，

悄悄逃亡到上海， 隐姓埋名， 不想在镇

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 他于 1959 年

死于北京。

绝密信函牵出吴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