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肩章；胸前的一级八一勋章、一

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外耀眼。 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 52 名将军中唯一一位没

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这位特殊的将军，就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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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转移， 挽救

革命的胜利大逃亡

1931

年

4

月

24

日， 中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

在汉口被捕。 身为国民党武汉

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

蔡孟坚，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得

知这个化名“黎明”的人，竟是

中共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

物顾顺章！ 顾声称他知道在上

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

的住址，并掌握全国党的地下

工作者的名单，他愿意协助国

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条件

是他必须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他交代说：“千万不能向南京

发电报。 ”暗示有中共卧底。

但蔡孟坚抑制不住心头

的喜悦，还是给特务头子陈立

夫、 徐恩曾连续发了几封电

报：“共匪政治局要员、负责中

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

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关码头

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

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

欲面陈蒋总司令。 ”

这几封电报被钱壮飞（中

共秘密党员、徐恩曾的私人秘

书）截获，钱壮飞大吃一惊！ 第

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告知在

上海的李克农，但写信、打电

话、发电报都不现实，于是他

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火速去

上海找李克农。

4

月

25

日深夜，刘杞夫在

一个秘密据点———一家简陋

的小旅社找到了李克农，马上

将顾顺章叛变的事告诉了李

克农。 李克农一听怔住了，他

想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

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

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

出去 。 可是到哪里去找陈赓

呢？ 情急之下，他打破常规，才

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也是大

吃一惊。 他和李克农马不停

蹄，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

到这个消息后，惊得破例点了

一支烟，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

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把顾

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

索统统掐断，有关人员全部撤

退。

然而大规模转移并不容

易 。 因为中央机关有好几百

人， 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

这些地方顾顺章几乎都知道。

整整两天，李克农心急如

焚 ，四处奔走 ，他必须以最快

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传递给

更多的人，寻觅和通知需要立

即转移的人员。

4

月

27

日凌晨，他想起已

暴露身份的钱壮飞的妻子张

振华还不知情。 于是，李克农

匆匆赶到张振华的住处，当时

弄堂里很安静，如果敲门无疑

会惊动很多人。 据李克农之子

李力回忆，他父亲当时采取了

一个非常机智但没有办法的

办法 ：“张振华很讨厌人家随

地大小便， 李克农急中生智，

就跑到她家窗户下面小便，张

听到响声后打开窗子一看是

李克农，赶快就开了门。 李克

农告诉她赶快转移。 ”李克农

又赶到中央领导的住所，一手

拉着王明， 一手拉着博古，尽

自己的职责为他们找到了安

全的避难所。 这是他费了很大

力气才找到的两位重要领导。

4

月

27

日，顾顺章到达南

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 顾顺

章将他知道的中共秘密全盘

托出。 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

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

夜赶往上海。

4

月

28

日早上，

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但结果却

使他们大失所望———一个个

居住点已是人去楼空。

撤离上海的中央机关及

领导人安全转赴江西瑞金。 这

批人是：周恩来、邓颖超、瞿秋

白、王明、博古、邓小平、陈云、

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

等。

“文革 ”中 ，在康生指使

下， 红卫兵小将向周恩来发

难，要追查已去世的李克农的

“历史问题”。 周恩来怒目正色

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

他们，恐怕你们今天难见到我

了！ ”毛泽东闻知，向康生当面

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

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

的。 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

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

些人都不在了。 青年同志不知

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

截获密电， 假戏

真做的重庆谈判

1938

年冬 ，武汉、广州失

守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

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秘书

长的李克农兼任驻桂林办事

处处长。

1941

年发生皖南事变

后，桂林办事处成为国民党攻

击的主要目标 。

1941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他

向李克农通报了时局的严重

性，并且指示李克农在紧急疏

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

后，迅速撤回到重庆。

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国民

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

和关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

易。

l

月

24

日，李克农带着车

辆和人员撤出桂林。 在关卡，

有个上校特务检查所长，看到

李克农戴有“十八”的臂徽，误

认为是陈诚的“十八军”。 这

样，李克农就由十八集团军秘

书长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十八

军司令部秘书长”。 他大智大

勇，躲过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

堵截，一个多月后经贵阳胜利

到达重庆。

1941

年

3

月底，李克农返

回延安 ，向毛泽东 、朱德汇报

工作后，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

里请李克农一家人吃饭 。 席

间，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

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

是干什么的吗？ ”

20

岁的李冰

睁大眼睛回答 ：“八路军驻桂

林办事处处长。 ”毛泽东哈哈

大笑 ：“错了，错了，你爸爸是

个大特务， 不过是共产党的

‘大特务’！ ”

在延安 ， 毛泽东亲自点

将，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社

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并

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直接

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

和情报工作。

1945

年

8

月

14

日， 毛泽

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蒋介石

邀请他商讨国家大事的电报。

毛泽东手持电报思索着 ，“老

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找

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他。

蒋介石在给毛泽东发电

报的同时，还给国民党军令部

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

励武、 罗伯伦发了一份密电，

让他们密切注视毛泽东的答

复意见，于是这两个人在延安

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 李克

农很快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

联络参谋的身上。 他相信，蒋

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一定会密令这两个人加紧活

动， 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因

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便可

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

目的。

然而 ，周励武、罗伯伦使

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安

处曾经尝试过破译密码，始终

没有成功。 李克农获悉他们的

密码本锁在招待所房间的箱

子里，便布置服务员暗中配了

一把钥匙，将密码本偷出来抄

下。 于是，李克农果断下命令：

严密监视周励武、 罗伯伦，特

侦部门日夜监听，截获这部电

台与重庆的联络电报内容。

8

月

15

日晚，受李克农指

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第

二天一早各家报纸要全文公

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电报。 李

克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

知毛泽东他们已获取了密码，

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之间国

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 毛泽东

回复蒋介石说：“待你表示意

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

题。 ”随后，毛泽东接见了周励

武、罗伯伦 ，告诉他们自己先

不准备去重庆，等蒋介石复电

后再考虑。 李克农很快侦听到

周 、罗发给重庆的电文 ，他们

汇报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

并发电报说：“毛绝不会去重

庆。 延安根本没有任何毛去重

庆谈判的迹象”。 蒋介石接电

报后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

泽东绝不敢来重庆。 ”由此重

庆与延安之间，围绕毛泽东来

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斗

勇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社会部，调集

精兵强将， 指挥情报系统，严

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

的动向。 当周励武将延安的所

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

石的手中时，照例会有同样一

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

桌上。

李克农从繁多的特务密

电中， 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

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

邀，也不敢应邀，所以频频“电

邀”。 老蒋这是在演戏！ 其实他

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

作姿态；他造足舆论后 ，倘若

毛不去，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

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

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

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频频点

头，心里有了底 ；李克农建议

他再次约见周励武、 罗伯伦，

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把

戏唱下去，然后打他个措手不

及。 于是，毛泽东依照李克农

的意见又会见了周、 罗二人，

对他们说：“蒋委员长电报已

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 因

自己工作繁忙， 无法脱身，为

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

重庆晤蒋， 待恰当时机再赴

渝。 ”数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

周、罗密报：“毛泽东断不会来

重庆。 ”于是蒋介石又在

8

月

23

日“强硬”地发出第三封邀

请毛泽东的电报。

8

月

23

日当天，中共中央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先

派遣周恩来 、 王若飞前往重

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8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

东赴重庆问题， 毛明确表示：

“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

得全部的主动权。 ”

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

集到的情报并再次进行了分

析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现在

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

了。 他下令封锁来自延安的一

切消息，同时严密监听重庆方

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讯联系。

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

判的前期准备是在高度保密

状态下进行的， 所以周励武、

罗伯伦浑然不觉。 蒋介石使出

了最后一招：委派美国驻华大

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

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周

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

东来渝。

8

月

28

日上午， 周励武、

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

要求，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

金城根据李克农的事先交代，

笑着婉言回绝 ：“毛主席正与

赫尔利大使 、 张治中部长谈

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

尔利、张治中去重庆。 ”李克农

很快从侦听中获悉 ，周 、罗又

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

意去重庆。 然而，他们做梦也

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

石手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

若飞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

同下已登上了赴重庆的专机，

当日（

8

月

28

日）下午

3

时

30

分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

罗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不由得

开怀大笑。

经过

43

天谈判， 国共双

方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

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

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

场情报战为我方争取了主动

权。

出奇制胜， 斗智

斗勇板门店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开展

外交工作，组建了由周恩来兼

任部长的外交部，并任命了一

批“将军外交家”。 在宣布名单

时 ，周恩来打开花名册 ，依次

点名：“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

部副部长。 ” 他又点李克农：

“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

的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

长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 ”

那时，李克农的实际职务是外

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

情报部部长。

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钦点

李克农挂帅在朝鲜开城与美

国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 当

时 ，李克农正有病 ，他怕贻误

大事，就把自己的病情向中央

作了汇报。 毛泽东经过反复权

衡 ， 最后仍然决定李克农挂

帅，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

李克农忠心耿耿，带病出

征，他隐居幕后，掌握全盘，直

接与毛泽东 、 周恩来和金日

成、彭德怀电文联系。 李克农

和彭德怀文武搭档配合默契：

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

不让，一个打得坚决 ，毫不手

软。 然而李克农的病情令人担

忧 ，他几次昏倒 ；当中央决定

让他回国治病时，他一字一顿

地说：“临阵不换将！ ”

有一次当谈到交换战俘

问题时，美国代表提出无理要

求并采取拖延办法；李克农默

坐沉思， 大口大口地抽烟，他

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

三个字“坐下去”，纸条在中朝

代表手中默默传递。 代表们一

个个直起腰板， 稳坐不动，逼

视对手。 这场由美国代表主持

的谈判从下午

2

点半开始，足

足沉默对峙了

132

分钟 。 最

后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

会。

李克农认为，交换战俘符

合双方利益，美国人之所以推

延，是因为“大国优越感”在作

怪，必须打掉他们的妄想。 李

克农想了一个“绝招”：轮到朝

鲜代表主持会议，首席代表南

日大将宣布谈判开始；双方代

表刚一落座，南日便马上宣布

“休会”，只用了

25

秒。 弄得美

国人耸肩晃脑， 连声说：“

NO

、

NO

。 ”南日说：“既然你们不表

态 ， 只有休会 ， 坐下去无意

义。 ”美国人只得请求继续谈，

很快就同意了在三八线交换

战俘。 美国人由此知道不远处

的帐篷里有一个“巨大的隐形

人物”在指挥一切 ，对李克农

充满了敬畏。

“拖” 是谈判中的技巧，

“快”也是一种技巧。 李克农对

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弄得美国人自叹不如。 其实这

并不全是李克农“别出心裁”，

他的后盾是毛泽东。

这个时期，毛泽东给李克

农的电文有几十万字之多，每

份电报上都留下了李克农潇

洒刚劲的笔迹 。 但终于有一

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

固了：“家父病逝，望节哀。 ”他

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泪水模

糊了双眼。 无论如何他是不能

回国奔丧了。 从此李克农再没

有刮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

亲。

美国人其实并不服输，因

此谈谈打打，假谈真打，所以

整个谈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当谈判最后进入签字阶段时，

为了防止美国采取拖延战术，

李克农提出一个巧妙的办法，

美国人连声叫好———这就是

允许各国记者进入现场，双方

司令官回避，先由双方首席谈

判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

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

换的文本。

195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

次战役———金城战役的结束 ，

历时

747

天的板门店停战谈

判终于结束 。 中国人民志愿

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停战协议

上签字。 他对李克农等谈判

代表们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表

示嘉奖 。 当夜 ， 李克农躺在

床上， 两年来他紧缩的心第

一次舒展开来 ， 这一夜他睡

得很沉很香。

（摘自《党史博采》）

“红色特工”李克农

李克农上将

1937 年，李克农在延安窑洞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