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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我的一生就经历了热血青年——反革命刽子手——新中国公民这一漫长的历程。
我由刽子手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过程，曾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做了较详尽的叙述。
而我在解放前18年中的活动，虽在《文史资料》、《戴笠其人》和《军统内幕》中有所披露，但真正
涉及到我个人罪恶生涯的并不多。
与一般人相比，那18年的军统生涯也可谓是曲折离奇的了。
然而，曲折也罢，离奇也罢，我毕竟是当时社会的产儿，绝非天生怪物。
    说实在的，我在刚刚懂事，即上小学、中学时，也曾立志要做个热爱祖国、能为人民做些好事的人
。
但家庭、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个性、品质等等复杂原因，竞使我从18岁起就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
恶生涯。
    不少人常来信或当面问我：你既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蒋介石、戴笠的同乡，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初
中生，怎么能在28岁就当上国民党军统少将总务处长了呢？
问者可以脱口而出，答者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这个问题，正是我在写文史资料时羞于说出也无法三言两语说清的问题。
过去，我对于上司指派我干的罪恶活动，往往还敢于揭露出来告诸读者，因为那是奉命而为。
可是出于自己私心，出于欲求升官发财的意念而犯下的罪行，就难于启齿了。
    1961年2月21日，敬爱的周总理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曾当面指示我，要我把过去的所作所为、亲
见亲闻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
遵照总理的指示，我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出于私心，我并没有把全部都写出来，每思此
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觉得愧对总理。
    前年，我70岁了，寿辰之日，我曾即兴赋诗以自勉，诗曰：    古稀今不稀，盛世多期颐。
    报国献余热，无鞭自奋蹄。
    我反复考虑，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见不得人的往事公之于世，才对得起周总理的教导，百年
之后，才有面目去向周总理汇报。
我决心讲述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后人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了解旧社会对青年的毒害、腐蚀以及统治
者的反动、腐朽，从而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的伟大，激发起更强烈的爱国热情。
    现在我因年迈多病，无力胜任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只好把事情讲出来，由我女儿整理成书，用它来
作为我对往事的忏悔，作为后人的反面教材。
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一点好的作用，那也算是没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教导和期望。
    由于事隔多年，我解放前的全部日记又在云南和平解放时被通通搜去，迄今未能领回，许多回忆可
能与事实有出入，尚请知道当时情况的读者，随时给予纠正补充。
因为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回忆录，应力求真实。
这是我向读者最诚恳的请求。
    还有，此书出版前夕，有几位我一向最尊敬的前辈和社会知名人士，曾表示愿为此书题写书名或作
序，而我不敢玷污他们的笔墨，更怕有损他们的威望，但这种深情厚谊和对我的鞭策、鼓励，我将刻
骨铭心，永远感激，特在此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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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醉（1914－1996），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
处长。
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
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1960年被人民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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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4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
。
有一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他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
他再三叮嘱我：以后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我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
他还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遇到一些小
事时才会找你的。
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他，他记在一个小手册上。
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
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话，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到国家大事与时局的。
临分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
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从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些小事找过我几次。
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
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
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他拿出500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
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
接到他让我马上带500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他绝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
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
在快到达理发店时，我把回声喇叭按了两下，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
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
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商店的人员都出来看。
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
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人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
安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
理发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
我故意问唐：钱带来了，做什么用？
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称是理发店老板的人。
那人一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
误会！
”他才高高兴兴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年初，他以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的身份，与常德警备司令兼
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酆悌对调到了常德，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
他。
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他和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我连连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
他说这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
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是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
，去当他的稽查处长。
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因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工作都是落在稽查处头上，邓便遇事都去向他请示
。
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
哕唆，而知道我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熟悉，所以希望我去。
我还是认为邓墨村没有犯什么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
但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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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他们三人都向戴笠提出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
有理由换他，便答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
我去了不到两个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担任了处长。
戴笠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
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
不必遇事找他。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
信给唐生明。
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长去见唐。
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
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
总队的武装大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没有成立，
唐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
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
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
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
的门岗哨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
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
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
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作准备。
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时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
感到不合口味。
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
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
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
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
行的一次盛大宴会。
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
”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
”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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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醉（1914－1996），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
处长。
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
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1960年被人民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回忆录(共3册)》一个军统特务的懊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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