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杀后为何

没马上撤离

按常理，刺杀成功

后，刺客一般都会马上

撤离。 麻克敌勇敢、枪

法也好， 但立功心切。

刺杀成功后，他没有撤

离北平，而是隐蔽在北

平后海他哥哥家。

为什么麻克敌、邱

国丰要策划另一场刺

杀汉奸汪时璟的行动

呢？ 马元凯案子公布

后， 麻克敌等人觉得，

日伪当局既然认为刺

杀天皇特使的案子“破

了”，风头也就过去了，

他也可以再立新功了。

刺杀为何

选在胡同里

“军统” 北平站站

长刘文修在行动前曾

与麻克敌商议，初步将

狙击地点放在从隆福

寺到东皇城根、南锣鼓

巷一带。 这里没有日军

据点， 由伪警察警戒，

相对比较松懈。 同时，

这里胡同密布，路线复

杂，为开枪后的撤退提

供了有利条件。 最终狙

击地点选在了南锣鼓

巷口西边的东皇城根

胡同， 由麻克敌开枪，

另一名狙击手掩护。

狙击小组前一天

已经尾随两个特使一

次，因为警卫人员跟得

太近，没有下手机会而

作罢。 29 日，当麻克敌、

邱国丰二人再次尾随

特使到东皇城根时，两

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

很得意， 快马加鞭，与

随行骑自行车的警卫

拉开了距离。 于是，麻

克敌决定立刻行动，惊

天大案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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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满城搜捕麻脸

上演“麻子闹剧”

后来，日伪得到一条消息：开枪的人是个

麻子。这下，北平城内 30 多岁的麻脸人可遭了

殃，宪兵、特务、警察到处抓麻子。

经过甄别的麻子， 每人发给一个“麻子

证”， 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本人信息和其脸上麻

子的位置、状况、颜色等。 麻脸人只能执“麻子

证”上街，以备随时遭受盘查。 不过搜了很久，

还是一无所获。

原来，“麻子闹剧”和真正的行刺者麻克敌

有关。 麻克敌，又名麻景贤，1937 年进入“军

统”设在湖南长沙的临鄷训练班学习。 就在两

名日本军官被刺案发生不久，北平又发生了刺

杀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汉奸汪时璟事

件。由于汪宅戒备森严，麻克敌并未得手，他与

警卫人员发生激烈枪战。 撤退时，他的搭档邱

国丰情急之中一声“老麻”，让汪时璟的手下听

到了。从麻克敌留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两

个案子是同一人所为，并且那声“老麻”推断作

案者可能是一个“麻子”。 由此，才引发了满街

抓麻子的闹剧。

为了尽快给日本国内一个交代，多田峻全

力督促破案，日伪当局的宪警和特务机构陷入

棘手境地。 就在此时，伪警察局抓到一个江洋

大盗马元凯。 在审讯中，他自称“刺杀”了日本

特使，这下伪警察局松了一口气，总算”破案”

了。

但是，日军华北特务机关认为马元凯供词

破绽很多，而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军统”

所为，于是继续秘密调查。 直到 1941 年 1 月，

麻克敌、邱国丰相继被捕，被关押在“外寄人犯

看守所”（即炮局监狱）。 1941 年 2 月 15 日，麻

克敌、邱国丰被日军判处死刑，光荣就义。

原来，马元凯在被捕之后也被关在炮局监

狱，但他不甘就此而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是

“刺杀”特使的杀手，死也死个轰轰烈烈。 这下

正好给伪警察局找了个台阶。 于是，伪警察局

炮制了假口供，向日本主子交了差。

（据《北京晚报》）

7 声枪响 天皇特使葬身北京胡同

为抓刺客 北京上演“麻子闹剧”

北京南锣鼓巷像只蜈蚣， 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1940 年 11 月，7 声枪响

震碎了胡同深处的幽静。两名日本天皇特使遭刺杀，一死一重伤。随之而来的，是

日军更为残暴的反扑和中国军民更加坚决的抵抗。

本是日本“陆军奇才” 却成人肉靶子

1940 年 11 月 29 日 9 时 50 分左右， 南锣鼓巷

南口东皇城根胡同 14 号美国远东宣教会门前，传

来清脆的马蹄声。 两名全副武装的日军中佐———高

月保、乘兼悦郎骑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进了东皇城

根胡同。 他俩边走边说着什么，一副洋洋自得的样

子，仿佛北平的胡同就是东京的街巷。

尾随着他们进入胡同的， 是一个穿青色短衣、

黑色长裤的骑车人。 这位 30 多岁的汉子好像有什

么急事，低头用力蹬着自行车。 一眨眼，青衣男子就

赶到了东洋马的后边。 突然，他翻身下车，扬起右

手，“砰、砰、砰……”连开了 7 枪。 枪声伴随着惊叫

声，两名日军中佐从马上摔了下来。 一场震惊华北、

日本的惊天大案就这样发生了。

原来，两名日军中佐并非一般的人物。 高月保，

岛根县人，贵族院议员，有着男爵贵族头衔。 由于对

苏联情报战有功，被军界誉为“拉脱维亚的樱”；乘

兼悦郎，佐贺县人，贵族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33 期毕业，长期关注朝鲜事务，殖民经验丰富，来中

国前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

长侍从参谋。

那么，这两个人来北京要干什么呢？ 原来，1939

年夏季，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

模“扫荡”。 1940 年，八路军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

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

重打击。 时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峻在“百团

大战”中连连败北，备受指责。 鉴于多田峻以往的

“战功”，天皇决定派高月保、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

往北平“宣抚”、“勉励”多田峻。

其实，除了“宣抚”之外，这两位特使还身负另

一个秘密使命。 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

的将领不在少数，两位特使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

派将领的任务。 可是，两位堪称“陆军奇才”的年轻

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东皇

城根胡同被当成了人肉靶子。

日伪掘地三尺 刺客无影无踪

听到枪声，内五区第十九段南锣鼓巷南口的守

警佟成启赶紧跑过来，拦住一辆空汽车，将被刺的

日本军官送往医院。

接到报案后，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立即赶赴现

场，断绝交通，封锁现场，检查附近的住户和商铺。

在现场发现 6 发弹壳。 之后，将伪警察佟成启、刘发

璧以及附近的鸿顺成煤铺掌柜方宏文等人，带到日

本宪兵队讯问。

在日本宪兵队加藤队长的命令下， 日本宪兵 7

人，会同伪警察 150 余名，在东皇城根胡同各个胡

同附近挨家挨户搜查，在附近街巷游动检查，在太

平仓电车站检查过往的乘客。 一直折腾到晚上 10

点，胡同的搜查才停止。 而地安门大街、太平仓电车

站的检查则持续到夜里 11 点多，却一无所获。

11 月 30 日上午，北平城内的日伪军、警察、宪

兵倾巢出动，继续四处盘查搜捕。 伪警察局局长还

下发了“侦缉东皇城根狙击日军人犯密谕”：“当经

严饬检查城门等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市内，除已

另案通饬严加踩侦究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

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

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洋 5 万元，以励

有功。 此谕。 ”

在这份密谕的最后，还提供了几点线索 :一、犯

人年约三十余岁，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

褂，当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 二、无牌新脚踏车

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 三、本密

谕禁止登报。

刺杀事件发生后，消息在北平城里传得沸沸扬

扬，老百姓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欢欣鼓舞，相互

转告，最后越传越神奇。 有的说，是西山八路军进城

了，专打鬼子；有的说，北平城外全是抗日的队伍，

小鬼子快完蛋了；有的说，是重庆方面派人刺杀了

小鬼子。

刺杀事件发生后， 青衣男子向西全身而退，消

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日伪当局怎么折腾，结果还是

一无所获。

两人每天遛马 引来胡同枪击

当时，两位天皇特使就住在今天北京平安大街

和敬公主府，与华北日军司令部仅一墙之隔，为什

么还要骑马上班呢？ 原来，他们都是日本贵族俱乐

部“爱马社”的成员。 到了北平，这两位中佐依然保

持着每天遛马的习惯。 对此，日伪当局十分重视，为

了安全考虑，为两位特使的遛马路线做了精心的安

排。

整个遛马路线要经过多个军警机构：东四十条

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路

西的什锦花园，有日军华北茂川特工总部；随后经

过的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

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

宪兵。 日军还派遣了骑自行车的警卫人员随行。 整

个保卫措施可谓异常严密！ 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

段路上进行刺杀。 可是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刺杀事

件就在这里发生了。

这场刺杀，从刺杀方式、刺杀地点上分析，显然

是经过周密计划和详细部署的。 刺客选择在公共场

合实施刺杀，并且还选择了两个特使最有规律的每

天早上的遛马时段下手，可见他们对两个特使的行

动习惯是做了一番研究的。 刺杀非常成功。 高月保

背部中 3 弹落马，其中一发子弹留在肠内，当即身

亡；乘兼悦郎心脏上部中了两弹，重伤住院；他俩的

坐骑也各中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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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晨报》刊登的日军被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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