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达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

地，陈赓不由大喜过望，他想到了让

杨登瀛摸清白鑫的情况。 杨登瀛自

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 是名副其

实的日本通， 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

内部后， 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

他视为知己， 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

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

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 成为中

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

员。

这一次， 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

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个什么地

方， 他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

争波的公馆， 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

特务看家护院！ ” 陈赓将周恩来的

“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

次日一大早， 杨登瀛就找了个

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 杨登瀛这

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

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 也就没有安

排白鑫刻意回避。

此后， 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

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

了把白鑫稳住。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

里，仍吃不下，睡不好。 白鑫知道此

地不可久留， 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

南京方面报告， 希望能允许他出国

去躲躲风头。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

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

走时间定于 1929 年 11 月 11 日深

夜 11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

1929 年 11 月 11 日傍晚，杨登

瀛以辞行为名， 又特地到范公馆侦

察一次， 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聊

表一点心意”。杨登瀛看到白鑫仍按

原计划逃跑，才放心离去。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

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 在四

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

密。 晚 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

悄启开一道缝， 大门里很快闪出 7

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 3 个

“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 黑暗中突然有

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 ”接着

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

地。 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

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

追过去。 白鑫跑到汽车处刚要钻进

去，后面的枪声响了……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

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 范争波和白

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

中外报纸着力渲染， 有的报纸甚至

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 国民党方

面下令迅速查清事实真相， 他们费

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

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据《党史纵横》）

深夜锄奸

叛徒终得应有下场，被当街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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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缜密部署深夜锄奸

1 9 2 9 年 1 1 月 1 1 日深夜，在上海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 砰！

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

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

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都连日在显著位置

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在这背后，隐藏

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引子 党内出了叛徒，彭湃等同志被捕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1926 年 3 月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 年 8 月 23 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

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周恩来也参加。 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 周恩来因

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请假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万万没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

名单抓人。 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 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 这里肯定有问题。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

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同志，也和彭湃一样都被铐上手铐，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 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

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

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

吓破了胆， 他通过在南京被

服厂当厂长的哥哥， 联系上

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

范争波。 为了邀功请赏，他提

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

（周恩来化名）、 彭湃等共产

党要人。

事发后，周恩来指示陈赓

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

志，打听到彭湃等同志关押的

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

赓通过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

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

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

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

志， 执行时间在 8月 28日清

晨。 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他

们制订了一个营救方案。

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

防劫法场的准备，这天不仅出

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

实行了戒严。 相比之下，敌我

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

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

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

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

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

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

同年 8月 30日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8月

31日下午， 周恩来含泪起草

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

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 愤怒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

等同志的罪行。 与此同时，他

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

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

患！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

赓作了汇报， 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

间前往， 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

分寸， 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

明显减轻， 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

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

店， 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

婆，还有范争波。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 白鑫又

留他喝杯咖啡， 实际上他是对柯达

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

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

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 ”

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

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 ”白鑫

立即从皮箱里掏出 500 元钱递了过

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儿

小支持！ ”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

“收下吧！ 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

哩！ ”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

钱， 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

眼睛后面的东西， 稍微推让了一下

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 千恩万谢

一番后起身离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

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

放在了肚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

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

赶到陈赓那里汇报， 把 500 元钱也

如数交给了党组织。

又过了几天， 白鑫自感吃了柯

达文给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

次请柯达文看病。 这次小车载着柯

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

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 不几日后

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 柯达文

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 于

是， 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

做了汇报。

医生“受贿”获信任发现叛徒贼窝

叛徒生病求医露踪迹

英雄就义

劫法场失败，

周恩来策划锄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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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医生”发现叛徒踪迹

锄奸主角 1：柯达文

公开身份：医生 真实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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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大员”示好稳住叛徒

锄奸主角 2：杨登瀛

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

真实身份：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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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 便

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

的下落。 白鑫不是傻瓜， 当然明白

自己现在的处境， 就当起了“缩头

乌龟”。 因此， 地下党组织尽管四

处打探， 也一直没有白鑫的任何讯

息。

1929年 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

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

文大夫看病。 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

“你坐一坐， 有几种药在楼下， 我去

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

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成惊弓之鸟，等

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柯达文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

弄开了一所医院当掩护， 楼下是诊

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

而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 再

加上刚到上海不久， 他并不晓得柯

达文的真实情况， 只知道柯达文医

术好。 果然过了几天， 白鑫又打来

电话， 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 不

过， 狡猾的他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

一家饭店给他看病。

杨登瀛

彭湃

叛徒白鑫就在这条街上被击毙。

周恩来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