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寻八年终找到党组织

和盘托出可靠策反班底

1948 年底，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段伯宇

就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办理了病休手续，到了上

海。 他通过已是共产党员的表弟温尚煜向乔石同

志报告， 联系上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

记张执一。

这时的段伯宇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与张

执一同志初次见面， 段伯宇就把一套成熟的策反

班底和盘托出，完整地交给了党组织。这套班底可

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据有些

领导同志回忆，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

策反蒋介石嫡系

成功率百分之百

张执一指定由李正文同志与段伯宇直接联

系。 1949 年 2 月，李正文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决

定———段伯宇同志在失掉联系以后， 继续独立工

作，决定恢复其党的关系。 同年 4 月初，李正文通

知段伯宇：组织上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

宋健人等同志入党。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 长江以北的地区全部

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推至长江北岸。迫于

形势的压力，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告“引

退”。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的任务是，配合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顺利解放京沪杭地区。段伯宇

具体组织实施各项起义工作。

1949 年春的一天，段伯宇去看望汤恩伯的参

谋长，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段伯宇就利用

他长期磨练出来的记忆力， 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

背了下来，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由他再

报告给了“三野”。

1949 年 4 月 6 日，贾亦斌在已被撤职的情况

下，经段仲宇掩护，带领预干一总队在嘉兴起义。

随后，刘农畯率伞兵三团，乘段仲宇巧妙安排的登

陆艇，于 4 月 15 日在海上起义，成功到达连云港。

毛泽东、朱德为此发电祝贺。

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

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

子军”，后者被蒋介石内定为逃台后的“御林军”。

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

宁沪杭各方， 国民党报纸这样评论：“其行动……

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

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 ”它们的起义，

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

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渡江战役前夕， 沿江驻防的 96 军撤离浦

口，106 军撤离皖南，没有卷入战役。

段仲宇则把自己的公馆提供出来作为中共上

海局的策反工作机关。 当上海地下党因国民党破

坏而只剩一部电台时，他护送李正文转移电台，又

把电台存放在自己家里， 保证了中共上海局的通

讯联络。

蒋介石南逃福州时， 得知是段伯宇策反了他

的上述部队， 就破口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

半壁江山！ ”

老将解甲，仍为祖国统一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先后在军委武官班、外

交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之后到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段仲

宇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中任职，直至 1982 年以副

军职离休。

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兄弟离休后，仍与在台湾、

在海外的袍泽故旧通信往还， 为祖国的统一而继

续努力。

段伯宇于 1998 年 9 月 23 日在北京逝世，段

仲宇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在南京逝世。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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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蒋介石“太子军”“御林军” 避免又一个“西安事变”

断送蒋介石半壁江山的兄弟高参

他们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同学、国民党的中将，然而他们先后选择了共产党。

哥哥段伯宇是国民党核心机关———总统府侍从室的少将高参； 弟弟段仲宇是上海港口少将

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

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段仲宇在其中积极配合。

蒋介石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遵父命学医参与学生运动

段伯宇被认为是“戴红帽的”

1913 年， 9 岁的段伯宇上了天津觉民

小学， 随后上了觉民中学。“那个学校的学

生多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子弟和烈士的遗

孤。 ”段伯宇的儿子段毅才说， 自己的爷爷

段云峰是同盟会会员， 参加过辛亥革命。

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

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

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

退学。

后来段伯宇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

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

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学校，段

伯宇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

课，驱逐反动校长。“在河北大学，大家都认

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由于戴培元受学

校迫害而离校， 段伯宇入党的愿意未能实

现。

1930 年， 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应

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 1934

年冬的一天， 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

其参谋长看病，看见桌上有一个黑名单，上

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 他赶紧通知段

伯宇逃走。 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

介绍，段伯宇到国民党 32 军干训团当了一

名军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 6 月， 段伯

宇只身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随第四期听

课。 毕业前夕，队长找他谈话，要求他毕业

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他的身

份比较特殊，适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对

于他提出的入党问题， 上级告诉他到原部

队找地下党组织解决。

8 月初，段伯宇回到 32 军。 32 军的地

下党员王兴纲通知段伯宇， 组织同意他入

党。在岳麓山下一个小土庙前，中共湖南省

委聂洪钧同志为段伯宇秘密举行了入党宣

誓仪式。

周恩来亲自交办“作业”

32 军调防江西不久，蒋介石借口日军

进窥南昌，需加大防备，将 32 军“肢解”到

不同战区。 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 32 军。 随

后，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受周怡（以前是中央特科的）单线领导。 周

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为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军委

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 副主任的李济深

帮儿子找工作。这样，段伯宇就到战地党政

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 李济深不大在公

开场合讲话，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

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国

民党搞摩擦。

段伯宇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一天 ， 周怡通知段伯宇：“周副主席要见

你。 ”

“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党，做地下工作

更是新手。 周副主席和父亲谈了一个上

午。 ”段毅才说。

周恩来理解段伯宇要上前线杀敌的心

情，教育他说：“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你就

留在重庆。 ”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

段云峰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 动员国民

党上层共同抗日， 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

蒋介石抗日。

随后， 周恩来就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做

了具体指示，最后还鼓励段伯宇大胆工作，

“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锻炼人”。

与组织失去联系 “门外汉”考入陆军大学

1939 年底的一天，周怡告诉段伯宇：

他要去西北出差，暂时停止联系，以后他

会来找段。 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

这让段伯宇度日如年， 而且一直感到迷

惑不解。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武

官班学习时，才得知了原委。 当时周怡回

延安汇报工作，途中翻车牺牲了。

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战地党

政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 他不知道下

一步该怎么办？ 正在为难之际，陆军大学

特七期开始招生。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

府， 其招生标准也较高： 必须是团级以

上军官， 而且要求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

毕业。 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 没有

军校文凭。

段伯宇通过熟人搞到一个文凭 ，并

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经过三

榜定案， 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

大学特七期录取。

弟弟推荐哥哥进入侍从室 蒋敲着脑袋连说三声“好”

1946 年初， 段仲宇因工作调动要离

开总统府侍从室时， 侍卫长俞济时要他

推荐人来补缺。 段仲宇就说：“我大哥段

伯宇适合这一工作， 他是陆军大学特别

班第七期学员，名列第七 ，是上校军衔 ，

即将毕业，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还

懂外语。 ”

俞济时听段仲宇如此一说， 对段伯

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方面都很满意 ，

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1946 年 3 月 10 日，陆军大学特七期

毕业，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 典礼结束

后，蒋介石召见了段伯宇。

此时，蒋介石正在后台休息。 他询问

段伯宇的家庭情况， 当证实了段的父亲

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生后，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 敲着脑袋说了三声

“好”———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学。

几天后，段伯宇被调到侍从室（后改

为军务局）第四科，负责情报工作。

第四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

告， 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

统报上来。 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

过很多有利于共产党的事情。

掌握武装等待时机 避免南京版“西安事变”

1947 年，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并接

任第四科科长。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正为

和平建国而展开谈判， 政治协商会议也

刚召开不久， 蒋介石却悍然撕毁停战协

定， 调集 30 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军，内

战由此爆发。 而国民党内部的一批有识

之士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

一天， 段伯宇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

居然有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 从此，他就

堂而皇之地学习起这些文件来。 由此段

伯宇明确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方向： 在蒋

介石军队内部建立一条地下战线， 将武

装的反革命策反过来， 使之变为反对蒋

介石的革命武装力量。

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弟弟段仲宇。 此

时的段仲宇已经从一个国民党的“标准

军人”转变为积极追求真理、向往共产党

的爱国进步军人，他非常赞同哥哥的想法。

段伯宇还有意识地接近他在陆大特

七期的其他同学， 这些人当时在国民党

军队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 如万建藩，

时任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任国防部

预备干部局少将副局长；刘农畯，伞兵三

团团长；宋健人，63 军参谋长；宋光烈、王

海峤等人。

1948 年 11 月底，贾亦斌听到内部消

息，说国民党政府将南迁广州，准备以长

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 于是贾亦

斌把可以交心的陆大同学召集到他家讨

论怎么办。

贾亦斌提出在南京把蒋介石抓起

来，搞一个“西安事变”版的军事政变。 由

于意见争执不下，大家决定“听听伯宇同

学的意见”。 段伯宇谈了三点意见：一是

敌我力量悬殊，一旦举事，不仅会功亏一

篑， 反而暴露自己； 二是反蒋是革命行

动，但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 ，不能

盲目行动；三是要抓部队，要尽可能多地

掌握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随后他们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付诸实

施： 除了刘农畯已经是伞兵三团团长以

外， 贾亦斌由预干局长兼任了预干总队

长， 宋光烈联系上了 96 军和 106 军的军

长，段仲宇当上了上海港口副司令，管铁

路运输和汽车团， 还联系上了江苏省保

安总队长齐国榰， 王海峤当上了工兵四

团团长……由此形成一条西起芜湖 ，东

至上海，南至嘉兴、杭州的地下战线。

段伯宇（左一）、段仲宇（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