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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揭露“76号”的丑恶嘴脸，再现蒋汪洋特工激烈枪战的刀光剑影；披露才女张爱玲与“狼蛇”的
感情纠葛，揭秘鲜为人知的“潜伏”的故事；还原影片《色戒》主人公原型，向读者提供一个真实的
“王佳芝”与“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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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　　1.“76号”的始作俑者　　沦陷时期的上海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
（今万航渡路435号），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它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和绑架，是破坏抗战、积
极反共、残害人民的罪恶渊薮，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
　　提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就会使人很快地联想到李士群这个恶魔。
李士群既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工。
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系特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又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
。
李士群是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没有李士群，或许不会有“76号”。
所以谈到“76号”，就该先从李士群说起。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4月20日。
幼年丧父，与胞妹靠母亲种田为生，由于经济拮据，常靠他人接济生活。
李士群自幼在私塾读书，20世纪20年代初到上海，先是应考交通大学名落孙山，后于1926年春进入上
海大学。
在国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李士群追求进步，经同学方本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上海地方
党组织派往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三年。
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回国的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
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为避免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方面，他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
）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云卿将他保释出来。
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
　　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生于1904年，其父叶泽梦曾任山东学政，进人民国之后在上
海经商，家里拥有数十万财产。
叶吉卿从小长得眉清目秀，粉妆玉琢，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
由于是富家千金，又是独女，父母从不拂逆于她，因而养成强悍霸道的性格。
叶吉卿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她与李士群的相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关系的确
定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吉卿早年也参加过共产党）。
由于叶吉卿的家庭条件优越，李士群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可说是完全仰仗于叶吉卿的接济，李士群后
来为CC系特务逮捕，叶吉卿为救李士群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士群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
士群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吉卿。
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士群对叶吉鲫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是有原因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一
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党组织。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逮捕。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正处于艰危的状况下，李士群贪生怕死，很快投降，在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手下当情报员，与另外两个革命叛徒、后来也参加汪伪“和
平运动”而成为汪伪特工头目的丁默邨、唐惠民一起，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书局
编辑出版《社会新闻》杂志。
这个刊物由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主办，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主要是以
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进行污蔑和攻击。
　　为逃避共产党人的纪律制裁，李士群利用旧关系，向共产党表示“忠贞”，说他的投降，只是为
应付环境，并非真的背叛革命，若能“深入虎穴，竟得虎子”，反而对革命有利。
党组织为了考验他，便让他做一些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
因为丁默邨叛变革命后，出卖组织和同志，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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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并不因组织对他信任而翻然悔悟，相反，却将此秘密向丁默邨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加深他与丁
默邨私谊的礼物。
　　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李士群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与丁默邨想出一个李代
桃僵的办法：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代丁默邨。
如果党组织追究责任，李士群就说自己指认时并没有错，而是执行的人弄错了，以此推诿责任，企图
继续维持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193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绍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
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牌、吃花酒后，醉眼蒙眬的马绍
武与丁默邨两人从弄堂里踉踉跄跄地踱将出来。
按照事前的约定，潜伏在外面的李士群走上去，暗暗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随后便有人向马开枪，
马应声倒地，丁默邨则拔腿飞奔，逃脱了对他的制裁。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可他做梦也
不会想到，自己竟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马绍武死后，南京调查科饬电上海区限期破案。
经过多方侦查，丁默邨、李士群两个人作为重大嫌疑犯一并被逮捕。
上海区对丁、李两人几度侦讯，向南京调查科作了汇报，丁默邨因有他的挚友、CC系高级干部、时任
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醒亚力保，留押在上海区，后仍由吴醒亚保释；李士群因无靠山，没有人替他说
话，被解到南京，先押在瞻园路“调查科”的特工总部内，由总部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
会同刑审，尔后关押在走马巷侦查股办事处。
特工总部后来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电刑和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
都一一领教了。
　　曾在上海区做过中统情报员的李妻叶吉卿闻讯后，带了大批珠宝首饰，在上海区侦查股副股长张
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设法营救李士群。
叶吉卿到了南京后，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
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关照。
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吉卿的珠宝首饰，自然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
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
科科长徐恩曾。
徐恩曾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吉卿又有求于他，所以
施展出全身解数，焉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垂青之理？
叶吉卿靠出卖自己的色相，走通了他的门路，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否是个主犯，都变
成了次要问题。
徐恩曾一纸手谕，将李士群从关押地释放，并派他在马啸天的侦察股当侦察员，但不能擅离南京。
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系的马绍武被杀案，在叶吉卿的努力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也不了了之
。
由于曾经有过留苏的经历，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任留俄同学
会理事。
　　上海沦陷前夕，在沪的国民党特务除部分潜伏下来外，纷纷撤离上海。
撤出上海的李士群被派往南京做所谓潜伏工作，与石林森、夏仲高三人一起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
号一幢小洋房里。
南京沦陷前夕，他们三人逃到汉口，被安顿在旧日租界中统局职员宿合，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
平汉铁路特别党部。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和大片国土的沦丧，李士群对抗战完全失去信心，强烈的权力欲与政治野心使他
决定乘国难之机，改换门庭，自立门户。
他曾露骨地对手下心腹说过：“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
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
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只有依靠日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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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夏秋之交，原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
特务室主任，甘青山的遗缺由李士群充任。
李士群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领到一笔川资与特务费用后，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
遂昌老家，自己则席卷余资，由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并通过原在南京时的“
女佣”关碧玉（台湾籍，日本特务）搭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
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起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
董三。
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董三后，清水董三就叫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
于是，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
　　2.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　　李士群到上海后，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的一幢洋房里。
选租这幢房子，李士群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煞费苦心的。
　　当时，上海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敢在那里公开活动
。
同时，就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除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与日本侵略者豢养
的青帮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外，国民党特务分子还、对附逆的
汉奸进行暗杀。
从1937年年底至l938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凤岐以及与日本勾结准备重新出山的唐绍
仪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
此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为日本方面搜集情报，尚未取得日本侵略者的完全信任，仅给他每月3000日元的
活动经费，甚至连一只破枪都没有给他。
　　为了站稳脚跟，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
在他看来，大西路67号是个理想的活动据点。
因为这幢房子对面是云飞汽车行，门前有一条十几个门面长的墙，在墙边的人行道上，刺客是难以隐
蔽躲藏的，它的西临69号，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的住所，更可不必顾虑。
它的东邻65号，是美国驻沪兵营，门前有武装士兵日夜守卫，李士群认为，重庆特务绝不敢因为自己
而去惊动美国人。
因此，李士群租定了这幢房子。
李士群经常对到67号的人夸耀说：“别人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住的却是保险房子。
”　　李士群住进大西路67号后，立即着手进行情报活动。
他利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
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又可以与国
民党某些要员保持联系，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
　　李士群虽住进了“保险房子”，但总觉得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房子里，总要外出活动，而一旦离
开了“保险房子”，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不够保险，于是他通过章正范结交上了汪曼云。
章正范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时的拜把子弟兄，而汪曼云又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
的得意门生，与军统、中统、青帮、洪帮也都有广泛联系，他在上海市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
、洪帮五处同时拿薪金，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土匪特务、马路政客、失意军
人中，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
李士群认为如能与他们勾搭，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安全，还能为日本主子搞到重要情报。
就这样，通过章正范的牵线，李士群与汪曼云在大西路67号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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