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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内容简介：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就是一部日本间谍祸华史。
从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近百年间，日本官方和民间谍报机构对中国开展全面、深入
的间谍活动，其对中国的探查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其对中国的危害如附骨之疽，挥之不去。
中国政府和各派力量痛定思痛、绝地反击，中日双方除了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对峙鏖战，同时在极
其隐秘的谍报战线展开了殊死搏斗。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以多年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为基础，用挥洒自如的笔法，为读者掀
开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绮丽壮观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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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童，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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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章 胜利曙光：隐蔽战线中国力量全面反攻肩负重任的“花花公子”抗战后期，随着日本逐渐走
向败亡，军统对汪伪人员的策反工作也逐步取得了成效。
军统的策反工作主要是通过打入汪伪政权中的特派人员来进行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颗棋子就是唐生
明。
唐生明是湖南省东安县人，唐生智的弟弟，被人称为“福将”，更有人说他是“花花公子”。
1940年的一天，戴笠约唐生明去见蒋介石。
蒋当面指示唐生明，要他去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说这是挽救民族危亡、战胜日本的一个重要策略，
他是最完美的人选。
唐生明听了很高兴，因为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确实是非他莫属：—是要求胆量过人；二是要求有复杂的
人际关系网络，与各方面的人物都能拉上关系，否则就是送死或者被关押。
唐生明过去与汪精卫有过一些往来，与周佛海、叶蓬、褚民谊等汉奸头目都是好朋友。
而且，他生活上一贯贪图享受，以爱好吃喝玩乐而出名，所以就可以说是受不了大后方的艰苦日子，
而回到上海、南京逍遥，这个借口是非常合适的，许多人是会相信的。
但是，唐生智坚决反对。
唐生智的理由在于：其一，他一贯坚决主张抗日，如果弟弟去投敌，外人也不知是负有特殊任务，就
会以为是他同意才去的，对他不满意的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造谣说是他派弟弟去和汪伪联系，为自
己谋出路，这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其二，南京保卫战一役，他损兵折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万
一再让弟弟失手，更是会痛疚终生的；其三，蒋介石为人心胸狭窄，难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做内
应工作落不下什么好处。
由于唐生明固执己见，两兄弟闹得很不愉快。
为了劝说唐生智改变主意，戴笠亲自去拜访唐生智。
唐生智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还对戴笠冷嘲热讽，戴笠也无可奈何，只好请蒋介石亲自来做说服工作
。
于是，蒋介石便给唐生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弟弟去南京、上海工作。
既然老蒋都出面了，唐生智只能勉强同意，任务已定，唐生明去向哥哥辞行，并恳求他写封信给汪精
卫作个介绍。
唐生智更来气了，坚决不肯。
为了假戏真做，唐生智还必须出面声明与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所以戴笠派了军统局人事处长李肖白
去见他，说等唐生明到南京后，如果南京伪广播电台和报刊发表消息，唐生智也必须在重庆的报刊和
广播电台上立即发表和唐生明脱离兄弟关系的声明。
唐生智余怒未消，李肖白又碰了一鼻子灰。
戴笠只能又亲自赶去看望唐生智，在被当面挖苦了几句后，只得乖乖离开。
唐生明出发前，戴笠当面交给他三项任务：一、运用与汉奸的人际关系，掩护军统人员在沦陷区的工
作，并在家中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二、多接触汪伪集团中的一些重要官员，必要时可透露蒋介石能原
谅他们，并关怀他们，理解他们投敌的苦衷；三、利用日伪的力量，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和其他由中共
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
戴笠再三强调第三项任务的重要性，并说这项任务实际上是最容易完成的，因为日本和汪伪都是坚决
反共的，三方有共同的目标和合作基础。
唐生明转道香港到达南京后，汪伪中央通讯社立即发布新闻：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谙
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
唐将军系唐生智之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争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
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
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
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
俾得展其抱负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秘密战>>

1940年10月4日，南京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会议，汪精卫以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身份任命大批人员，其
中特任唐生明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10日到19日，重庆方面连续在《中央日报》等报纸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
智的声明：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诚谆谆，而听之藐藐。
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
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接着，重庆国民政府也对唐生明发出“通缉令”。
就这样，国民政府假戏真做，把一枚棋子塞进了汪伪的阵营。
唐生明在南京短暂停留后便回到上海，大汉奸叶蓬便把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4号一座花园洋房让给了他
，周佛海还送他一辆漂亮的专用轿车，算是见面礼。
其实，不但汪精卫认为唐生明是蒋介石派出的准备以后进行汪蒋合作的代表，连日本间谍机关也研究
过，并认定蒋介石有可能预先派出唐生明作为“和平工作代表”，等将来中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出面来谈“和平”条件。
所以，不仅上海的军统人员要奉戴笠之命保护唐生明，连汪伪“七十六号”和日本间谍机关也要密切
监视并保护他。
但是，唐生明并不了解各方动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整天吃喝玩乐，以避免引起注意。
1941年5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担任副委员长，李士
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
清乡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军务处处长。
早在4月，李士群便和唐生明研究过，一再表示让他负责正在酝酿中的清乡委员会的军事工作，唐生
明一直没有同意。
后来，唐生明把清乡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士群要他负责军事等情况秘密汇报给重庆方
面。
蒋介石马上指示戴笠，要求唐生明应当参加，不能推辞，并规定他的任务就是利用日伪去消灭新四军
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
于是，唐生明就同意了李士群的要求。
1941年6月，汪精卫召开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会上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清乡运动”。
7月初，清乡委员会便在苏州成立了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唐生明被指定兼办事
处副主任，协助李士群工作。
1942年冬，军统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破坏，区长陈恭澍被捕。
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士群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
结果在清查军统上海特区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密电稿，起草人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
地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
军立即把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
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
”李士群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认为它反映了一个实际现象。
因为当时上海军统人员正热衷于搞个别的刺杀活动，困难不大，功劳不小，所以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
视。
但是，由于日军疯狂报复，普通老百姓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李士群认为电文口气不是上海军统特工的手笔，而从笔迹看，却和唐生明的
差不多，于是便认定是唐生明起草的。
李士群很欣赏唐生明的这一建议，认为只要军统特工不再在上海暗杀日军官兵，他们就能减去不少麻
烦，几个日本顾问也都是如此想法。
但是，李士群又觉得唐生明不够朋友，既然与重庆方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为什么丝毫不露声色？
李士群向唐生明试探了一下，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采取一点不客气的手段。
一天深夜，李士群突然让唐生明和妻子一同回上海，说有要事面商。
唐生明已经听说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只能硬着头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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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上海，唐生明就被“七十六号”的傅也文从车站直接拉到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
士群的办公室。
唐生明夫妇一走进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自己的联络人张素贞。
唐生明和军统联系的接头地点是开设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张素贞就是联络人。
原来，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后，杂货店和张素贞也被查获。
李士群一见唐生明，就很不满意地说：“唐兄，陈恭澍已经被捕了，有些案情还涉及你，你如何解释
呢？
”唐生明定了定神，解释道：“李老弟，我过去与戴笠是朋友，这谁都知道，但是我还没有低下到替
他工作吧。
”李士群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对证。
虽然再三威胁，陈恭澍却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
李士群倒是颇有耐心，缓缓地说：“唐兄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但是你不应该避开做兄弟的，你
应该把小弟也当成好朋友，咱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可隐瞒的。
唐兄不该对小弟做这种不义之事。
”唐生明急了，便大声嚷嚷起来：“老弟，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
”李士群感觉似乎有道理，因为从那份电稿的语气上看，确实不是部下向上级作报告，而是朋友性质
的劝告。
这时，陈恭澍也坚决表示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没有往来，只是代他发过这份电报，而且还是别人转来的
。
李士群也没了主意，于是慢腾腾地对唐生明说：“唐兄，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总裁有电话来，
让我送你们去南京去见他，你去和他当面解释吧！
”当晚，唐生明夫妇和张素贞便被一同解送往南京。
第二天，唐生明一行被带下火车，汪精卫派来几个人接他。
突然，几个佩戴军衔的日军参谋官拦住了他们，看起来是主管情报工作的军官。
几个日本军官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带走唐生明。
李士群无可奈何，同意让日本人把唐生明带走。
几个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这是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
。
下车后，唐生明被带到参谋部，三名日本高级军官正在等候，分别是唐生明认识的都甲大佐、延原中
佐和上海“登部队”13军的参谋市川中佐。
三名日本军官一见到唐生明，都非常客气地和他握手。
他们先安慰唐生明，叫他别害怕，还一再称赞他那份电报里提的建议很好，非常有利于中日亲善。
最后，都甲大佐正式向唐生明说：“唐君，我们一直找不到和蒋介石进行商谈的合适代表，今天总算
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日本帝国希望阁下能够到南京工作，阁下将受到真心的欢迎，只是我们知道得太晚了，以后一定
要尽力支持。
”延原中佐也说：“我们希望阁下能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我们来负责保护安全，一切由
日方做主，汪兆铭政府绝不敢难为阁下。
要是没有专用的电台，我们日本皇军愿意提供帮助。
”唐生明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也不敢放松警惕。
三名日本军官见他没有明确表示，便又陪着他去见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河边正三见到唐生明也非常客气，非常坦率地说：“唐君，中日战争已经持续太长时间了。
我们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促进和平工作，所以才请汪兆铭出山。
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真正能够支配国家意志的还是重庆的蒋介石。
阁下既然能够直接联系重庆方面，帝国非常希望阁下能够和蒋介石直接商谈中日合作问题，以早日实
现东亚和平和共荣，请多关照，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
”河边正三越谈态度越谦和，不但对蒋介石大加恭维，而且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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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合作，共同反共。
重庆不应该再来暗杀我们日本人，否则日本军人的情绪会平稳不下来，也就很难推动和平工作。
”最后，河边正三还谈到要经常派人与唐生明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生明的安全，保证他的工
作能顺利完成。
同时对唐建议重庆不要再去暗杀个别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十分赞赏。
由于河边正三一再提出要他提负和谈任务，唐生明只好说：“我在重庆的朋友的确很多，也能见到蒋
先生，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再去与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正三见唐生明态度还是不明朗，也不再勉强，就陪他去见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
畑俊六在苏州见过唐生明，对他更客气，又重复了一下河边正三等人的意思，并勉励他为和平工作多
努力。
和畑俊六告辞后，河边正三还招待了唐生明一顿午饭。
唐生明像梦游一样回到李士群家中。
李士群的态度比以前更亲热了几分，并建议唐生明去见汪精卫，向他报告有关的情况。
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精卫。
汪精卫也知道了前一天发生的事，虽然极力遮掩，但终究藏不住一脸的尴尬和失落，因为他更加明白
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分量还是有限的，仍然比不了死对头蒋介石。
汪精卫毕竟是能沉住气的人物，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埋怨唐生明：“唐老弟，你还是没有把我汪某人
当知心朋友啊，我对你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你却没有将心比心，以诚待我啊。
”唐生明也不方便解释，只是略带歉意地说：“兆铭兄，我也是有为难之处啊。
”汪精卫意犹未尽地说：“其实，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的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你和蒋介石、戴笠的关
系本来就不同常人嘛，但是你该把这些情况透露给我，你能信任我，我哪能反过来对你做不义之事呢
？
”唐生明一时语塞，不便多解释，便匆匆告辞。
汪精卫这样说，其实倒也合乎情理。
后来，唐生明从李士群那里得知，当陈恭澍案发时，唐生明身份泄露，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精卫提
出要严惩唐生明，但是，汪精卫却没有当场接受他们的意见，只是叫李士群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去问
清楚再说。
可以看出，汪精卫对于唐生明的案件也是非常为难，而且确实也有可能放唐生明一马，只是日军总司
令部突然半路杀出，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回旋余地。
唐生明回家后，马上把陈恭澍案及日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合作意向汇报给戴笠，戴笠马上复电，称赞
唐生明不辱使命，并有超过预期的成绩，一定要保持与日本人的联系，不过仍然要对日本人保持戒备
，不可放松警惕，有风吹草动，随时电告。
戴笠在复电中还很慎重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唐生明只能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本方面接触，不能正式
代表重庆国民政府，而且在与日本方面会面时，不能具体答复任何问题，要随时向重庆报告。
蒋介石一贯爱玩弄手法，既想与日本人保持联系，又不想被人抓住把柄，所以就把唐生明夹在个中间
，随时准备让他代自己受过。
唐生明也时刻小心，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当日本司令部派参谋官来询问重庆的动态时，他总是回答：重庆方面还在研究。
日本方面也同样一直没有个最后决断，总是做出各种试探。
最后，日本方面提出：由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松井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担任联络与保护责任。
唐生明也顺水推舟，同意了日方的意见。
从此，松井每天到唐生明家，早去晚回，重庆方面也下令停止对个别日本军官进行暗杀，一种无形的
默契在重庆方面和上海的日军之间形成了。
日本人显然很满意。
唐生明就这样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沦陷区里公开活动。
为了方便唐生明向重庆发报，上海日军司令部甚至命令电力公司不准在唐生明的住宅附近搞轮流停电
，必须通宵供电，连唐家的柴米油盐和汽油也都充足供应，在当时物资紧张的大上海来说，真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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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了。
唐生明也尽量利用松井的关系，为重庆国民政府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比如军统杭州站站长毛森、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陈华等数十名军统人员都是在被捕后，被唐
生明通过松井出面而保释的。
唐生明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保护了几名被日军俘虏的美国飞行员，使他们没有被杀害，能够最后等到战
争胜利的到来。
在中日两国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唐生明却像和平时期的外交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权
，随时可以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联系，而且还受到敌
国的专门保护。
上海滩的夜幕下，正在上演着一出离奇的谍海戏剧。
策反周佛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前景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军统的地下工作重点也开始从锄杀汉奸向策反汉奸转变。
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
正好利用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南京汪伪政府中的绝大多数汉奸都与重庆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戴笠在策反和拉拢这些汉奸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心思。
由于汪精卫已经和重庆方面势如水火，不能两立，基本没有策反的可能性，周佛海便成为策反工作的
重点目标。
唐生明是专门负责策反周佛海的人。
唐生明到上海不久，周佛海曾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问题。
闲谈之中，唐生明才知道周佛海的母亲马氏和他妻子杨淑慧的父亲杨自容、继母、妹妹等亲人还都在
湖南老家避难，当时周佛海也正在准备派人去把他们接到上海。
唐生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马上向戴笠报告，并建议：要策反周佛海，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他母亲、岳
父、岳母等亲人入手。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戴笠立即派出特工人员到湖南的沅陵、湘潭等地查找周佛海的一家亲人。
等找到下落后，就把他们一起抓起来，并送到贵州的息烽监狱囚禁起来，但是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
遇，而且举止有礼，尊敬对待。
1941年夏天，周佛海接到湖南亲友的来信，知道这些亲人都已经被不明身份的人秘密扣押为人质，而
且下落不明。
周佛海深知是蒋介石和戴笠干的，而且知道此中用意，便对外界封锁消息。
不料，许多记者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专门登门去采访周佛海。
周佛海在答复记者时，用了异常婉转的措词，只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
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
”唐生明一面把这一情况向戴笠汇报，一面跑去安慰周佛海。
周佛海把唐生明当成了自己人，就和唐生明讲述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说自己非常伤心，对于累
及老母、岳父、岳母等人的安危，深感内疚。
杨淑慧也向唐生明倾吐了自己的心中想法，说他们夫妇对父母亲一向很孝顺，自从亲人被扣，心中焦
急，苦闷之至。
唐生明知道策反工作大有希望，就向戴笠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抓住周佛海夫妇的心思，加紧运用关
系，对周佛海加紧策反。
不久，重庆方面便通过周佛海的岳父写信给周佛海，并转达周母的话，希望他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
要当孝子，而要做忠臣，要忠于重庆国民政府，不要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世丢脸。
周母还特别送来一首诗给周佛海：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
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周佛海果然触动很大，并给重庆方面作了适当的回复。
就这样，通过周佛海的亲人，戴笠的军统机关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
最初，周佛海很慎重，对唐生明都没有透露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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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也不便先和周佛海去谈，因为还不知道戴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而且毕竟自己是此事的始作俑
者，心里难免过意不去。
戴笠一方面不愿让唐、周二人彼此发生横向联系，以免出事后彼此牵累；同时，为了唐生明的安全考
虑，也怕周佛海万一撕破脸，出尔反尔，所以都不通知双方真实关系，让他们都直接和自己联系。
1941年冬的一天，上海新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张善琨去找唐生明，说蒋伯诚、吴绍澍想和他谈谈，问
唐生明是否愿意。
唐生明当即表示愿意。
原来，在向重庆撤退之前，蒋介石就在上海留下一些人预备代表他将来和日本人接洽，其中有几个人
和唐生明是熟人，如蒋伯诚、吴绍澍、吴开先等。
唐生明去上海后，因任务不同，不便先去找他们联系。
蒋伯诚等人见唐生明由重庆回到了上海，也猜到肯定是蒋介石派去的，便多次暗中主动找他联系。
第二天，在张善琨陪同下，唐生明来到上海白赛仲路某号的楼上与蒋伯诚、吴绍澍见面。
见面后一通寒暄，除了谈彼此别后情况与上海、重庆两方面的许多事以外，蒋伯诚、吴绍澍还向唐生
明打听日军方面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动向。
唐生明就把他前天从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那里所打听的一点消息透露给了他们，说日军最近准备
进攻长沙，并趁两湖丰收去抢粮，但不会作长久占领。
蒋伯诚、吴绍澍事后分别向重庆作了汇报。
不料，他们发出的密电被“七十六号”截获并侦破。
李士群发现电文内容中有一句是“听四弟说的”，马上肯定唐生明与蒋介石派在上海的其他间谍组织
也有往来，于是便去询问唐生明。
李士群拿着电文，蕴涵深意地问：“唐老弟，上面的这个四弟是谁呢？
我一向孤陋寡闻，你交际广泛，能否指点迷津呢？
”唐生明巧妙作了回答，说：“李兄，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又口无遮拦，怎么能知道谁是重庆方
面派出的特工人员呢，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人，隐藏很深的，我以后就留个心眼，说话注意点就是了
。
”李士群点点头，提醒了唐生明一句：“军事机密外泄，日本人一旦知道就不好办了，我虽然能帮你
一把，但在上海毕竟是日本人说了算啊。
”说完，也就不再多纠缠了。
第二天，周佛海也来找唐生明过问这件事，并暗示说他也与重庆方面有联系，并劝唐生明不要一个人
单枪匹马地游击作战，有事可以和他商量，不要再避讳他。
唐生明马上就判断出，重庆方面一定已经通过周佛海的母亲等人和周佛海发生了联系，周佛海已经倾
向重庆国民政府。
于是，两个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慢慢多起来。
由于戴笠对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都特别优待，周佛海的岳父也常有信来上海，周佛海和戴笠的关系
也渐渐地密切起来，甚至发展直接书信往来，并称兄道弟。
戴笠介绍了军统留在上海工作的工作人员程克祥、彭寿给周佛海，负责双方联系。
周佛海则在自己领导的汪伪政府财政部上海办事处内专门设立了一座直通重庆的秘密电台，让妻弟杨
惺华拿钱，开设一家钟表商店，将程克祥、彭寿掩护在楼上，并在财政部里给程克祥、彭寿安排职位
，以做名义上的掩护。
1943年，轴心国节节败退，蒋介石估计胜利肯定会来临，便暗中作部署，准备抢占上海、南京等重要
地区。
蒋介石指示戴笠：要利用所有与重庆有联系的汉奸，如果战争结束，一定要很好地使用伪军，阻止附
近的新四军抢先进入这些核心地区，但是，对汉奸们只作口头上的传达，不能让他们拿到文字证据，
以便将来对他们进行惩处。
于是，戴笠指令彭寿回到重庆，当面指示他如何进行策反和利用周佛海的工作。
彭寿回到上海后，把蒋介石和戴笠的这些指示都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非常高兴，对蒋介石的为人之
道作了简单的判断，认为以后不管那日本和重庆哪一方面最后胜利，他都能做有功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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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戴笠又派周镐到南京，由程克祥带他见周佛海，说，戴笠切望周佛海把重点摆在共同防共
上，更要积极扩建军队，并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攻作战。
因此，周佛海就把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充当科长，以便了解情况，便于联络伪军。
周镐利用伪军事委员会的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的伪军据点，并向伪军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等人
，直接传达了蒋介石要求他们“反共救国”的指示，还给孙良诚等建立了与重庆联络的电台。
1944年冬，周佛海的母亲在贵州息烽病逝。
戴笠非常工于心计，居然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办理丧事。
事后，戴笠寄给周佛海一套关于周母生病期间治疗与死后如何办理丧事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戴笠披
麻戴孝、跪在周母灵前当孝子的场景。
周佛海异常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听从戴笠的指挥。
胜利前夕，军统在上海附近的“忠义救国军”等地下武装部队经费缺乏，周佛海一次便拨了300亿元“
中储券”（大约为几千两黄金），由唐生明转发给他们。
唐生明除发放出去一些外，胜利后还将剩余的钱买了3000两黄金交与戴笠。
当时，重庆在伪满洲国的地下组织很薄弱，因为日本反间谍机关对地下组织的打击力度很强。
戴笠就向周佛海提出要求，希望搜集一些有关满洲地区的情况。
周佛海便找了个机会去满洲做了一次访问，除了解到一些情况外，还为军统在伪满的工作做了一点布
置。
周佛海还把他的一些亲信也进行了策反，他最得力的助手罗君强、伪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胡泽吾、妻
弟杨惺华等不少人都为军统做了不少工作。
此外，唐生明出于朋友关系，试图策反原汪伪政府陆军部部长、当时为伪湖北省省长的叶蓬，想让他
与重庆建立联系。
叶蓬倒坦率，明确告诉唐生明：宁愿当汉奸，也不愿再服从蒋介石的领导。
原来，叶蓬抗战前曾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他把日本人画成枪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时使用，以刺激士
兵的抗日心理。
结果，日本人发现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叶蓬，蒋介石就把叶蓬撤职。
叶蓬被撤职后，还受到了陈诚的排挤，弄得到处碰壁，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于是决定当汉奸。
唐生明极力劝慰叶蓬，并说明戴笠作风与陈诚不同，而且也反对陈诚，最后叶蓬才同意与重庆建立联
系，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表现。
汪精卫的副手陈公博也被列入了策反对象，这一工作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进行的。
陈公博曾与唐生明进行过秘密的谈话。
谈话中，陈公博谈到：他自己其实是极力主张汪蒋重新合作，集中力量反共，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
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形势。
陈公博也曾向重庆方面表示：一定忠于国民政府，但时机还不成熟，不宜急躁。
蒋介石表面上也比较认可这种反应，因此，一般的搞情报、保释被捕的军统地下人员，都不让陈公博
出面。
但是，由于陈公博和汪精卫过于接近，蒋介石和戴笠都不愿意再给他一条出路。
1943年6月间，陈公博派使者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听候驱策。
看到这封信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首脑，这事不要
理他。
”到汪精卫死后，对国民政府来说，陈公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
陈公博也明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便索性迷恋声色，醉生梦死。
还有一个汉奸鲍文越也接受了军统人员的策反。
鲍文越是辽宁凤城人，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原来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经担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
南京的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鲍文越失去后台，从此郁郁不得志，一直逗留在上海。
1939年，鲍文越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伪政府的军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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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策反鲍文越，1939年冬，戴笠曾要求被关押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所的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
，劝他与军统建立联系。
鲍文越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
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建立联系后，戴笠再一次要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做工作，鲍
文越前思后想，也就与军统建立了联系。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秘密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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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秘密战:中日百年谍战纪实》是历史读物，不是文学作品。
时间跨越整个近代，堪称近代中日情报史，而非某个时间点的故事。
《中国秘密战》姊妹篇，首次全面揭示近代中日两国谍报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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