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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国民党总
是输给共产党

无论中统、军统怎样分
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共产
党进行情报战，而情报战最有
效的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产
党内部。可无论中统、军统，这
方面几乎鲜有建树。可以说国
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给共产
党，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国民党始终就没有一个人打
入共产党的要害部门。

中统的“细胞”
战术

抗日战争之前，中统在上
海地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
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反蒋集
团中去活动。曾任中统上海行
动区副区长的陈蔚如在回忆
录中称，当时中统上海区大力
发展所谓的“细胞”，也就是特
务的耳目。当时，中统特工一
旦在基层发现中共嫌疑对象
以后，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
嫌疑对象定为“说服对象”，派
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
进行威逼利诱。一些中共基层
党员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
业，所以这样的威逼利诱对于
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来
说会有作用，他们一般不会向
中共组织汇报，怕被怀疑，被

断绝组织关系。因为有家庭拖
累更不敢逃跑，所以一些人在
经过数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
密自首手续，接着又被放回中
共组织，成为中统隐藏在中共
内部的“细胞”。

当时，中共沪西区委的负
责人何阿六、闸北区委的负责
人姚长庚等人，都曾是国民党
特工总部安插在中共内的“细
胞”。中统的确破坏了一些在
白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直到中
共中央到达延安后，这些“细
胞”才宣告死亡。

“特务小组”出师
未捷已被抓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对共
产党的情报战开始逐渐升级，
戴笠在军统内专门设立了中
共科，另外还有张国焘主持主
要由中共叛徒组成的特种问
题研究室，专门负责向延安等
地派送特务。

据资料记载，
1940

年夏，
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胡宗南
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
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
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
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
个人知道。

然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小
组刚进陕甘宁边区就被抓了。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
落入中共手中的呢？原来，在

军统内部活动着中共的一个
“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
冯传庆等七人。“七人小组”直
接归中共南方局军事组领导。
戴笠的特务小组行动计划正
是被他们破译后传出的。后来
这个小组不慎暴露，成员全部
被捕牺牲。

陕甘宁边区的神
秘双面间谍

1941

年
～1943

年，伴随着

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针对陕
甘宁边区开展了“特情突击竞
赛”。共产党也放开手脚，“化
敌为我服务”，在敌特机关内
部建立内线。一时间，陕甘宁
边区的谍战呈现出复杂的局
面，更出现了令人头痛的双面
间谍。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当
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
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边
区保安处汇报。边区保安处
关中外勤组乘机派杨宏超打
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

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了杨宏
超一些假情报。杨宏超果然被
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为中
共搞回不少情报。

后来，中共社会部检查工
作时批评边区保安处，认为他
们这样做反而壮大了敌人的
力量。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
决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
谣。这样，杨宏超在中统那边
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
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先
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
这时，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
越少，有时也就是一些马路新
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
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
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
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
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
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
发现疑点：文彬当周崇德下级
时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
来关中不久，文彬怎么这么快
就知道了呢？

文彬交代了内情。他回国
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
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秘密
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
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
德。

杨宏超成为怀疑对象，
并被秘密逮捕。然而，杨宏
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
方？人们说法不一。 《中国
秘密战》 的作者郝在今曾就

此事询问当时任陕甘宁边保
处副处长的李启明，得到明
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
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
保处报告，但由于联络困难，
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
在这个关键点上发生了致命
误会……

特工“转行”暴力
镇压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军统
转制为保密局，蒋介石指示，
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员社会
化，每个人要有以公开身份掩
护的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
层中去进行活动，最主要的任
务仍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打入
中共各地组织。

虽然保密局沿用了军统
的一套体制，但由于戴笠之
死，保密局已经陷入内部权
力恶斗，军统的权势被大大
削弱，几乎无暇顾及对中共
的渗透间谍战；但与此同时，
特务则在国统区绑架、逮捕、
暗杀各界爱国人士，大肆镇
压人民反内战运动。

同样，中统也逐渐走下
坡路，伴随中统头子徐恩曾
被免职，继任者叶秀峰把主
要精力放在清除徐恩曾的势
力上，他领导下的中统并无
特殊的建树。

（据《南国都市报》）

《潜伏》背后的神秘谍战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
称，乃中国国民党的主要情
报机构之一。其骨干以

CC

系
成员为主。中 统 的 前 身 是
1928

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调查科。

1935

年升格为
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
调查处。

1947

年，中统更名
为党员通讯局；

1949

年又更
名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
中华民国政府，为今日法务
部调查局的前身。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
1938

年
～1950

年成立的中华
民国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
导人为戴笠，

1946

年，由毛人
凤继任。

国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
形成于

1927

年的反共清党期
间。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
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
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
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
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
民党中统与军统之间的内部
斗争。

中统发家于“顾
顺章案”

中统特务组织的原始机
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

科，成立于
1928

年，由陈果
夫、陈立夫兄弟掌控。刚开始，
调查科主要任务是针对国民
党内的派系斗争搜集情报，并
由此成为

CC

系争权夺利的重
要工具，后来由于反共形势的
需要，才开始搜集中共的情
报，继而开设特工训练班，广
招兵马。

1931

年发生的“顾顺章
案”成为中统血腥发家的重
要事件。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统
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
靠着中共叛徒在武汉抓捕了
顾顺章。顾顺章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保卫局局长，掌握许
多重要机密，他随即叛变被
押往南京。潜伏在中统内部
的中共特工钱壮飞及时发现
这一重要情况，并立刻上报，
使中共在上海的许多重要机
关得以快速撤离，避免了建
党以来的最大损失。

但由于“顾顺章案”的影
响，中共在武汉、南京、上海、
天津等地的组织都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恽代英等领导
人被出卖杀害。“顾顺章案”使
中统的特务组织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1935

年，中统升格为国民
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
处，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处长
由徐恩曾担任。

1937

年党务调

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局
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
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仍独立
于军统局之外，此时的军统并
不是后 来 以 戴 笠 为 首 的 军
统。

军统的成立
1938

年
3

月
29

日的国民
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
石提议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8

月，蒋介
石对军委会调查局进行改组，
调查局第一处改为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
统就正式成立了。

就在中统成立的同时，
调查局第二处改为军委会调
查统计局，这就是后来臭名
昭著的以戴笠为头目的军统
组织。

事实上，戴笠的特务生涯
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

1932

年初，国民党内出现
了效忠蒋介石个人的法西斯
秘密团体———复兴社，戴笠任
特务处处长。

1932

年
4

月
1

日，复兴社又在社内成立了秘
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
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
定的人物，共有

300

人，戴笠
被蒋介石选定为力行社内三
大处之一的特务处处长，这
样，戴笠正式成为蒋介石的特

工组织首领，而这一特务机构
也成为日后戴笠创建军统的
家底。

随后，蒋介石把戴笠的特
务组织和

CC

系掌控的特务组
织统一管辖，戴笠出任军委会
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虽
然名义上调查局由陈立夫任
局长，但实际上，戴笠和他
的二处仍然由蒋介石亲自掌
握，保持了蒋介石个人的御用
特征。

戴笠掌控下的特务组织
如同黑帮一样也有暗语，如称
蒋介石为“大老板”，称戴笠为
“老板”，给蒋的情报叫“报
甲”，给戴笠的情报叫“报戊”，
有关部门也用代号来称谓，外
人根本听不懂。

军统与中统的竞
争露端倪

上世纪
30

年代，戴笠的
军统羽翼未丰，但与中统的竞
争之势已初见端倪。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
势力急剧扩张，大搞特务活
动，巅峰时期人员多达

5

万
名，遍布国民党的军队、警
察、机关，乃至驻外使领馆，
与中统正式分庭抗礼，抢人、
抢物、抢情报，闹得不可开
交，冲突不断。抗日战争结

束后，国民党的特务政治也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度不满，
再加上中统与军统内斗连连，
就连在国民党内部，反对特
务组织活动的呼声也日益高
涨。

中统与军统进入
衰退期

蒋介石当然也绝不允许
特务们肆意妄为来搞乱他的
统治，特别是戴笠与徐恩曾两
大特务头子的野心和势力无
限扩张，更让他难以容忍。于
是，中统与军统的前途顿时暗
淡下来。

1945

年
1

月，徐恩曾被免
职，中统元气大伤。

1947

年秋，中统被改组
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中统走
向衰退。

1949

年
3

月，中央
党员通讯局再次被改组为内
政部调查局，中统从此走向
末路。

与中统的没落相比，军统
的命运可谓是殊途同归。虽然
戴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个人
势力到达顶峰，但却在一系列
官场恶斗中败下阵来。

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
亡，整个军统群龙无首。虽
然后由毛人凤接手主持军统
工作，但整个军统进入衰退
期。

1946

年
10

月，军统改组
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势力仍
在苟延残喘。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一部分军统特务仍留在大陆
进行破坏活动。但很快就被肃
清，烟消云散。

徐恩曾后来曾经对朋友
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的来
俊臣、周兴，声名赫赫，但
最后都被武则天设计所杀。
武则天之所以要杀他们，是
因 为 他 们 知 道 的 隐 私 太 多
了。”

徐恩曾感慨不已：“自
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
他辛酸地自我安慰：“所幸
只是被撤职，而没有送命。”
确实，与徐恩曾同为特务头
子的戴笠、李士群，前者死
于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策
划的飞机爆炸 （马汉三后被
毛人凤枪决），后者死于日本
主子之手。与戴、李二人相
比，徐恩曾当然自感庆幸。
因为他在从事职业特务生涯
的

15

年中，下令杀害了无数
共产党人，诸如恽代英、瞿
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
在残害、缉捕共产党人方面，
中统比军统更加专业、更加
凶狠。

1949

年
1

月，多年与共产
党作对的徐恩曾，已感觉到国
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他忧心忡
忡地说：“共产党一定是不会
放过我的。”

1949

年
3

月，徐恩曾与
他的妻子费侠从上海仓皇逃
往台湾。从此，他开始在台
湾 度 过 默 默 无 闻 的 余 生 。
1985

年，他死于台湾。
（据《湛江晚报》）

中统与军统的纷争

电视剧《潜伏》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