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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上海极司菲尔路 76 号

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

在汉奸李士群的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 为此，

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宝骅， 决定抓住丁默邨

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 借师生之谊亲

近丁默邨，并迷得他神魂颠倒。 中统见时机成熟，布

置下手。 第一次行动， 由郑苹如请丁默邨到她家做

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邨诡计多

端，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

告失败。

后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 他重新策

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

想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 岂料就在此时

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

托出“刺丁”计划时，因丁李后有过结，“刺丁”正中李

士群夫妇的心意。 为防事情泄露，他们先把张瑞京保

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

照常执行。

1939 年 12 月 21 日， 丁默邨在沪西一朋友家吃

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

丁默邨直到傍晚，后两人同车返回。 当汽车驶至戈登

江青出演娱乐片引发议论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的电影， 分工作

片和娱乐片两种。 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

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 无

疑，这是一件让大家都很高兴的事。

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很高的，相关

人员出入， 必须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

行证。 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

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

能在每周三、周日这两天晚上的 7 时 30 分，到西楼大厅买票

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

西楼每月平均要放映 9 场 ~10 场电影， 国产片一时接

不上， 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

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一部 20 世纪 30 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

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

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 当银

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蓝苹是江青的艺名）的文字时，场

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 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苹

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

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 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

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

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 服务科的同志

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 ”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

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 告

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 ”所幸此事

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 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

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

故。 ”

高度保密的工作片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 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

片 (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 )。以 1964 年 11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 1961 年 7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

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 3 年多的时间

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

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

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 按不同部门和

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 1964 年 12 月

中旬的一天，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

领导层审查观看，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 原

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 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

映大厅。 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

卫，以防他人进入。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 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

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 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

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 毫

无疑问， 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

析形势、 作出判断、 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

料。

周总理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电影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 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

和堂，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

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

1971 年， 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

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 所谓“过路片”是一种专

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

广州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

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

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切实做到了“洋为

中用”。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

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 海军》、《大海战》等影片。 对于这

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

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我们要打开国门、面向世界，所以不

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 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

国的东西。 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

而直观的办法。 ”

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 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

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

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 如此有

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据《百年潮》）

中南海内部电影二三事：

首长也得掏钱买票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中南海西

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 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

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 在中

南海工作了 27 年的张宝昌， 耳闻目睹了许多与中南

海内部电影有关的故事， 其中有些故事相当感人，有

些十分有趣。

《色·戒》原型的传奇故事

中统美女刺杀丁默邨始末

心提示

核

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电影《色·戒》讲

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 几位爱国青年学

生刺杀汪伪政权汉奸的故事。 这个故事

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取材于 1939 年前后

的一个真实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女特

工郑苹如刺杀汪伪政权大汉奸丁默邨。

郑苹如就是电影中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

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1918 年生。 父亲郑越原，

又名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

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可说是国民党的元老。 他

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 花子对中

国革命颇为同情， 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

国，改名为郑华君。 郑苹如是郑家的二女儿，从小聪

明过人，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

郑英伯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

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 郑苹如在明光

中学读书时， 后来的大汉奸丁默邨曾当过这个中学

的校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

抗战爆发后，郑苹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上

海沦陷后，她以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日语能力，

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并加入了中统，这时她只有 19

岁。 她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

当时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在

1937 年 7 月的第 130 期就曾以她为封面女郎。

郑苹如很不甘心，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 于是她继续与

丁默邨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

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 因此在第三天当

郑苹如驱车到 76 号要见丁默邨时， 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

住，关进了 76 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 她派了畲爱珍、沈

耕梅前来审讯，丁默邨自然不好阻拦。 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

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邨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

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 但又着实迷

恋她的美色， 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 只是想关她一阵

子， 再把她放出来。 但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悄悄找到林之江，

并对他面授机宜， 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 37 号的

“和平救国军” 第四路司令部内， 这连丁默邨与李士群都不知

道。

1940 年 2 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

出郑苹如，谎称丁默邨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

的一片荒地。 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 23 岁。

丁默邨在此事件后， 被排挤出 76 号特工总部。 抗战胜利

后， 丁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 于 1947 年 2 月在南京被枪决。

（据《家庭导报》）

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让

丁默邨帮她挑选。 丁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

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 丁

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向玻璃柜台上

一放，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 ”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 郑见

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

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邨会不

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微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

过马路。 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

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

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 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

“协助”，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吹。

漂亮的中日混血儿

▲

▲

▲

▲

曾想绑架日首相之子

郑苹如是位极优秀的中统情报员， 她凭借母亲

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

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

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 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

卫文隆、 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

武夫等人。

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 近卫文

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

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 ”她

出于这样的考虑，准备绑架日首相之子。 但上级命令

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 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

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

1938 年岁末，郑苹如探听到国民党副总裁，国民

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准备叛逃越南河内并要发表叛国

投敌“艳电”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由于重

庆方面未能重视，汪精卫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此情报的重要性，

因此重庆政府对她极为倚重。 于是，他们把制裁汉奸

丁默邨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

两次“刺丁”均失败

最终被害

郑苹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