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本版责编 李 静 E-mail：dushu906@163.com 电话：010-64299522 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情报战
郝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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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的红汗》：记录古代美容护肤之道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

十分重视保卫保密工作，可以说

“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比国

民党还早了一步。这是因为当年

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

在地下状态中活动必须高度注意

自身安全。

1925 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

章、陈赓、陆留 3 人到苏联学习，为

今后创立情报保卫系统做准备。

直到 1927 年 5 月中央军委特务工

作科成立，共产党才有了专门的

情报机构。特务工作科虽然只活

动了 3 个月，却为中国共产党培养

了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

“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于此。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 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

“中央特科”赫赫有名。第一次国

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再次转入地

下。在周恩来的倡议下，1927 年

11 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以

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如

果说，此前的特务工作科还是个

临时机构的话，“中央特科”就是

专业的情报保卫机构了。

随 着 组 织 的 壮 大 ，“ 中 央 特

科”之后又下设了四个科：一科总

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

事务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

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

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

负责筹建无线电。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

央会议，另外还负责营救被捕同

志。1929 年 8 月，中央军委委员彭

湃、杨殷被捕，周恩来在上海策划

了劫刑场行动。当敌人将彭湃、

杨殷押赴刑场时，红队化装成摄

影队半路截击，但由于沿途警戒

森 严，运 送 的 武 器 来 迟，手 无 寸

铁 的 红 队 只 能 眼 睁 睁 地 看 着 囚

车 经 过 。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务 委 员

罗 亦农就义后，他们冒险收殓遗

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

墓”的石碑。

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他

们的关系遍布社会各界，其中支

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

子”之一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秘

密加入共产党。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20 多

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

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

卖后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

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

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追上

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

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

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经过精

心策划，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

红队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

亲自部署创建。以往，共产党传

递 情 报 的 方 式 主 要 是 靠 邮 政 通

信，但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

不可靠。1928 年，中共中央决定

建立无线电。周恩来指派李强自

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

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

潮等 4 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

学 校 学 习 无 线 电 技 术 。1928 年

春，周恩来亲自编制了第一部密

码“豪密”，并确定了秘密工作的

方针和方法。1930 年 9 月，周恩来

又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

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往

往 要 说 毛 泽 东 开 辟 了 农 村 根 据

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

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

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可以说，“中央特科”的情报

保 卫 工 作 起 点 颇 高，成 绩 卓 著。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

实践》就曾做如此评价：他们虽无

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

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

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向

前努力。为时不到 3 年，竟有惊人

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

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

们的奋斗精神啊！

国共大斗法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

机 构 就 有 了 直 接 交 锋 的 机 会 。

1937 年 4 月 25 日，发生了周恩来

劳山（延安附近的一个地方）遇伏

事件。该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

状况十分严峻，毛泽东也几次遭

遇危险。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

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

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

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正当特务

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

卫员及时将其擒住。还有一次，

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竟有特务向

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共产党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特

务的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

为守。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

西安，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显

得格外重要。其实在 1936 年底西

安事变发生时，周恩来在帮助张

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的同时，

心思细密的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

已经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设立

公开、半公开、隐蔽的机构 3 个。

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

任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

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

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隐蔽

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为前中

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其中，西

安 情 报 站 发 展 了 诸 多 重 要 的 关

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

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等，都秘密

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周恩来安插

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辉，

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1941 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

皖 南 事 变 ，新 四 军 几 乎 全 军 覆

没。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中

央：必须预防突然袭击，进一步加

强情报保卫工作。1941 年 9 月，中

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以

下简称中情部）。

中 情 部 是 在 原 中 央 社 会 部

（以下简称中社部）的基础上，与

军 委 总 参 谋 部 的 一 部 分 合 并 而

成。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

报的获取与研究。中社部部长康

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 3 人：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

长 叶 剑 英 、中 社 部 副 部 长 李 克

农。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

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

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工作实

际上由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

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

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

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

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

报专家。但此时共产党秘密战线

的宿将干才，纷纷走上情报第一

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

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

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

南方局的情报关系打入国民党深

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

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孔祥熙、

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

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新战术：长期隐蔽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

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此时敏锐地

看到中共已经“实现一百八十度

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

抗大得到一本教材《党的策略路

线》。徐恩曾从中判断共产党情

报部门的新战术是：“就是要每一

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

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

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

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

的特色——长期隐蔽。”徐恩曾

自诩为反共 专 家，自 称“ 在 抗 战

以 前，共 产 党 的 任 何 最 高 机 密，

我 们 都 清 清 楚 楚”。 那 时，中 统

的 侦 破 常 常 令 对 方 防 不 胜 防 。

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

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

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

是首当其冲。”

随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大

展身手的舞台，而此时的国民党

情 报 工 作 却 走 入 困 境 。 全 民 抗

战，使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

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

饱受国民党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

人士也同声响应。由蒋介石一人

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

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徐恩

曾 叹 道：“ 共 产 党 对 于 特 务 的 攻

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

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

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

觉中受其感染了……起先只是共

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

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

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

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

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

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

一 件‘ 不 名 誉’的 工 作 。 这 一 时

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

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

如意的时期了。”

徐恩曾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共

产党骂臭的，可是国民党掌握的

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为什

么不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

臭？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

作不主张采用下三滥手段，而是

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的

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摘自《中国秘密战：中共情

报、保卫工作纪实》，金城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

陈友仁这位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华侨，一个有名望的正直的

律师，1912年从伦敦踏上了回到故土的路，并以革命者和外交

家的身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在凡尔赛和

会期间，拿到了美国国务卿和日本赴美特使签订的秘密协定，

其中就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条款，他立

即抄送给孙中山，最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从而激起了爱国

学生和民众的激愤，这就是五四运动；他曾在北伐战争中，作为

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坚持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口

和九江租界……作者以细腻的笔调，记述了陈家三代革命者形

象——陈桂新，太平天国的将领；陈友仁，民国外交的风云人

物；陈依范，时刻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唤的画家和新闻工作者。

（陈元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

《梁羽生散文：生花妙笔侠影留》

梁羽生先生一生有35部武侠小说传世，更有50年写散文

如繁星无数。本书辑选梁先生关于诗词楹联、古今书话、读史

小识、戏闻杂谈、旅游记趣、棋坛闲话等方面的散文，当然，关于他

的武侠姻缘自然也不会遗漏。这本书，是梁先生生前编定的最后

一部文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手拈来，便见其文史哲美诸

方面之功力；信笔写去，便有广博蕴藉、风趣幽默之兴味。中国象

棋七大高手的棋风该如何总结？“万岁”从来多短命，历朝皇帝的平

均寿命是多少？许多我们平时想都不曾想的事情，到了梁先生笔

下，不仅让人长见识，更让人思考其弦外之音。

（梁羽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8月出版）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

该书稿通过对安史之乱前后的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研究，

认为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诗歌层面上的盛唐气

象仍在延续，只是诗人在保持激情昂扬的同时，多了一份冷静

的思考，一份务实的精神。

（吕蔚 著 中华书局2010年8月出版）

《孔门理财学》

《孔门理财学》是第一部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书

中大致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系跨

历史、法律、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研究著作。本书分5个部分，按照

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

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该书是中国欧美留学

生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博士论文集，是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

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

（陈焕章 著 中华书局2010年8月出版）

《富士山与日本人》

对中国人来说，富士山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富士山是日本

的最高峰，是一座闻名于世的山。很多去日本的人可能都会以

一睹富士山或攀登富士山为幸事。但对日本人来说，富士山究

竟是怎样的一座山？它在日本人的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

位？该书汇集了日本绘画、宗教、文学、教育等领域的 13位作

者的文章，全方位地分析了富士山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富士山

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日］青弓社编辑部 编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中国辽瓷研究》

该书从阐述辽瓷的基本概念和辽瓷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出发，系统地介绍了辽瓷产生的历史背景、辽瓷产地的自然环

境与生产条件以及辽瓷的地理分布，详尽地叙述了辽代城址、

陵址、塔基、辽墓出土的辽瓷、辽墓壁画和画像石上反映的辽

瓷，以及大量发现的辽代瓷窑址，在分析和研究上述资料的

基础上，论述了辽瓷的编年、辽瓷的工艺、辽瓷的纹饰与作

款，以及辽代陶瓷产生和结束的时间和地域。作者佟柱臣，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

（佟柱臣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粉丝力量大》

没有粉丝，哪来偶像？镜头的焦点永远是偶像，但有了为

明星默默付出的粉丝才成就了今天的偶像。《粉丝力量大》是国

内第一本写给粉丝的书，第一本探讨粉丝文化的书。该书从粉

丝与偶像的关系出发，叙述了偶像崇拜与粉丝文化的形成，分

析了现代社会中的粉丝现象，解答了粉丝崛起背后的社会意义

与影响。

（张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从左至右）被誉为中共中央情报系统的“龙潭三杰”

本报讯 女子爱美，古今如

此。近日，曾经写过《花间十六

声》、《画堂香事》等作品的孟晖，通

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写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古代女性洁面、护肤、美

容的随笔，并汇聚成新作《贵妃的

红汗》，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女

子的美容护肤之道。

《贵妃的红汗》讲的是中国古

代比较重要的几类化妆品，妆粉、

头油和胭脂等的制作方法和原理，

以及古代人是如何清洁身体的。

孟晖说，古代的护肤品原料基本上

来自天然，并且很多美容护肤配方

在各代的医典里都有记载，也就是

说，古代女子有时自己制作护肤品

是要“问医”的，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量身制作”，并且这种私人化的配

方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孟晖说，古

代人会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追求

着自己的美容时尚，并不是像今天

人们想像的，古代的平民就不护

肤、不美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到

宋代就出现了专门出售洗洁用品

的花药铺，到明清时期就产生了大

批的化妆品店。 （沈卫娟）

据新华社消息 据英国媒体

报道，近日，小说《哈利·波特》作者J·
K·罗琳捐出1000万英镑用于在苏格

兰建立一所多发性硬化症研究所。

罗琳表示，她相信这所建在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内的研究

所将成为该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

中心，并希望研究人员能够解决

更多难以治愈的神经性疾病，例

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

以及运动神经元疾病等。研究所

计划在一年内完工，并以罗琳母

亲的名字命名。罗琳的母亲死于

多发性硬化症，享年 45 岁。罗琳

说：“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支持这

类病症的研究和治疗，能够建立

这个研究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

事。”目前，大约 10 万英国人受到

多发性硬化症的影响，而苏格兰

是这一疾病的高发地区。

当我打开贾磊磊的新著《什

么是好电影——从语言形式到

文化价值的多元阐释》，不免感

慨，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然论

著丰硕，仿佛是个精力无穷的人。

贾磊磊将他的多篇电影评

论汇成集，并命名为《什么是好

电影》，这让我联想到巴赞影响

深远的《电影是什么》，巴赞没有

学院派的、逻辑严密的、体系式

地阐述电影到底是什么，而是在

一篇篇独立成篇的影评里灌注

了全部的理论主张。在某种意

义上，“什么是好电影”是一个类

似于“电影是什么”的追问，是摆

在每一代人、每一个电影研究者

和电影制作者面前的问题。《什

么是好电影》同样不是一部传统

意义上的理论专著，它不许诺给

读者以唯一的答案，但作者的立

场却很鲜明，他的理论见解和审

美观念贯穿于每一篇评论中。

在年龄上，贾磊磊和大陆第

五代导演相当，在《吴子牛的电

影世界》中他写道：“作为一位出

生在 50 年代的人，历史在吴子

牛的心里投下了惨痛的阴影。

他刚刚懂事就遇到了反右斗争，

自己身边突然出现了右派。接

下来的便是‘四清’‘文革’，家人

受冲击，自己去插队……”这段

话其实颇有自述的味道，一位貌

似客观研究他者的学者，常常在

做着隐秘的自我论述，因此我们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对自己的

同辈导演倾注了那么多关切。

他们在同一时期成长，他们经历

了同样的历史变幻，他们能分享

彼此的感受，了解彼此的处境，

承担着同样的困境。对同代人

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

一次自我剖析。《什么是好电影》

上篇论及的导演包括陈凯歌、张

艺谋、冯小刚、徐克、谢晋、吴子

牛、何平、李安、吴宇森、黄建新，

除了谢晋导演，其余都是同代

人。同代人意味着，他们经历了

“反右”“文革”“插队”，他们还经历

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

代的意识形态之争，新世纪以来

的文化产业化进程，他们同时面

对过电影体制的改革，同样经历

过“好莱坞来了”的产业局面。

同代人的选择当然是多元

的，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以

谁为认同对象并投射自己的理

想。在书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

他所推崇的，陈凯歌电影体现出

的人文情怀、冯小刚用商业元素

改写主流电影的积极意义、张艺

谋的极致追求。书中还有大量

篇幅涉及武侠电影，徐克的视觉

奇观研究、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研

究。贾磊磊曾用两部专著和一

部系列电视专题来研究武侠电

影，他对武侠片的历史演进、美学

特征、武侠精神、作者风格都有独

到的见解，武侠电影也实在是他

志趣所在的一种电影类型。我们

大抵可以说，贾磊磊最关注的一

是第五代导演，一是武侠电影。

作者并非就电影论电影，并

非只是专注于研究导演或电影

类型，他的论述都指向电影之外

的现实语境，他旗帜鲜明地主张

电影的道德价值和文化建构功

能，认为电影应该综合文化、政

治和艺术的功能，在一个价值体

系坍塌的世界里，电影仍然应当

承担社会道德价值建立的责任，

给人以精神力量，给人以慰藉和

启示。《什么是好电影》里，有一

个 词 常 常 出 现 ，即“ 核 心 价 值

观”，这个关键词标志了贾磊磊

电影理论的分界点，或者说转

向，可依此把他的电影研究划分

为两个阶段，即电影本体阶段和

电影文化研究阶段。在前一阶

段，贾磊磊更关注电影美学、电

影本体、电影作者研究等；而后

一阶段，他更多地将电影与民族

文化建构、主流价值走向、国家

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所以电

影《集结号》的出现，带给他的可

称为惊喜，他在文中一再阐述这

部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兼备的

作品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我

们的电影在为观众提供了娱乐

和教育的同时，是否可能还为我

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以转

化的‘精神能源’……我们终于

看到了主流电影在经济、社会、

文化三个向度上的有机整合，中

国主流电影不仅具有了经济上

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也具有了一

般的艺术作品并不具有的文化

影响力和心理凝聚力。”

在贾磊磊看来，《梅兰芳》、

《集结号》、《超级台风》等影片都

体现了这种核心价值观。如果

说主流电影提供的文本尚不足

以支撑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建构，

那么贾磊磊的另一个理论资源

则凸现出来，他向武侠电影、向

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寻求思想

资源。《卧虎藏龙》里的道德节

制、信守承诺，《5 颗子弹……》的

仁者美学，《七剑》的武侠精神都

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多面参照。

反之，对那些颠覆核心价值

观的电影，贾磊磊严加批判。可

以理解，为什么《英雄》和《色戒》

让贾磊磊发出了“3000 万美元厚

葬了中国古代的侠士与刺客的

精神：对知己的承诺可以放弃，

对暴政的天下可以屈从”“不是

我们错了，就是李安错了，两者

必居其一”的愤慨之言。贾磊磊

是理想主义的，他对电影有寄

托、有期望、有责任感，他说：“我

想，我们还是应当拍出更好的电

影来，用艺术的力量来证实：凡

是正义的、美好的事业一定是能

够被人类普遍认同、共同拥戴

的，而且它一定是符合人性的，

不论它的代价是个人情感还是

生命，我们应当坚信这个历史的

事实。”

（《什么是好电影——从语

言 形 式 到 文 化 价 值 的 多 元 阐

释》，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毕玉明）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拥有 119 年历

史的《巴西日报》自近日起停出印

刷版，成为巴西第一家只以网络

版形式存在的报纸，每月订费为

9.9 雷亚尔（约合 5.6 美元）。

《巴西日报》网站当天在首页

刊登了题为《巴西第一份 100%电

子报纸亮相》的文章，巴西总统卢

拉在文中赞扬了巴西日报光荣的

过去，强调巴西需要好报纸，而不

管传播平台是什么。

尽管《巴西日报》的管理层将

“转网”称作“面向未来的一步”，

但很多报业同行将这一举措称为

《巴西日报》的“死亡”。《巴西日报》

曾经的竞争对手、位居巴西发行量

第二位的《环球报》以《永别了》为

题辟专版就此事进行了报道。

《巴西日报》8 月 31 日出版了

最后一期印刷版。当天，曾在该报

工作的一些员工在里约热内卢市

中心示威游行，要求 报 社 发 放 拖

欠的工资。据巴西《圣保罗报》报

道，巴西日报的劳工债务已高达

3000 万 雷 亚 尔（约 合 1700 万 美

元）。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多位老员

工因拖欠工资起诉巴西日报。

作 为 巴 西 最 重 要 的 报 纸 之

一，《巴西日报》1891 年 4 月 9 日在

里约热内卢创办，在上世纪 50 年

代至 8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曾在

印刷、内容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过

巴西报业史上先驱式的改革。进

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该报开始出

现经营危机。

《哈利·波特》作者捐建神经性疾病研究所

巴西百年老报停印“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