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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爆发时，郑苹如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
虽然具有一半日本血统，仍然秘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她是上海有名的美女，照片曾刊登于《良友》画报的封面。
她会日语，在日伪高层人员中周旋，获取情报。
她曾暗中策划绑架日本首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后因“重庆方面”的制止而放手。
　　1939年圣诞节前，她在静安寺西伯利亚皮草行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行动中败露。
被捕后，拒不招供，于1940年2月被秘密处决，牺牲时年仅26岁。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先生著文《一个女间谍》来纪念她的“出生入死、履险如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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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利亚门前的枪声丁默■，何许人也中统下达密裁令“原来是郑苹如干的”万宜坊的新人家美丽活
跃的郑二小姐传统而开明．的家教最早报告汪精卫叛国联络日本反战人士让日本首相的儿子“与蒋介
石谈谈”奉命行刺丁默部“螳螂捕蝉，黄雀其后”谁决定了逮捕郑苹如口口声声说是“情杀”“不要
打我的脸”催生汪伪政权的血祭深明大义的日本妈妈战争破灭了她的梦电影《色·戒》引起的风波中
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附录1  台湾“中调局”局史档案资料：郑烈士苹如2  抗战胜利后审判丁默■档
案辑录  (1)1946年11月16日郑苹如母郑华君(木村花子)为丁默邻杀害郑苹如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2)1946
年12月27日张振华为丁默■杀害郑苹如致《大同报》函  (3)1946年11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笔
录(节录)  (4)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院关于郑苹如被害讯问笔录之一  (5)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
院关于郑苹如被害讯问笔录之二  (6)1946年12月12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笔录(节录)  (7)1947年2
月1习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部笔录(节录)  (8)1947年2月3日丁默■补充答辩书(节录)  (9)1947年2月8日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书(节录)  (10)1947年5月1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书(节录)3  郑振铎：《一
个女间谍》《4  日本反战人士花野吉平回忆郑钺、郑苹如一家及郑苹如与日本反战人士的关系5  金雄
白：《郑苹如谋刺丁默■颠未》6  马啸天、汪曼云：《赔了身体又送命的中统女特务》7  原侵华日军
上海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林秀澄谈郑苹如案8  原侵华习军梅机关派驻伪特工总部总联络代表晴气庆胤回
忆郑苹如案9  原侵华日军梅机关成员犬养健回忆郑苹如被难经过10  孙扬：《我与郑苹如行刺丁默■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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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挨枪击的确实是丁默■，不过只是虚惊一场，除了防弹玻璃上留下了白色的麻斑，车身的右侧及尾部
外壳上有不少刮驳掉黑漆的凹痕，丁本人则是毫发无损。
丁默■，何许人也？
汪伪汉奸集团头号特务头子。
他是当时沪上令人闻名色变的杀人魔窟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党部社会部长和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后改默邮，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
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小毕业后，来到上海，于1921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团中
央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派回湖南后，曾担任常德地区团组织的书记。
后来因在改选中落选而又来上海，加入了国民党，投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门下。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办事员。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
次年起任国民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秘书长。
1932年在上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后又任调查科控制的刊
物《社会新闻》主编，充当CC系的喉舌。
1934年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丁出任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即邮检处少将处长，与分
任一、二处处长的徐恩曾、戴笠并立为国民党的三大特工头目。
但丁氏命运多舛，先是1933年春，因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中共特科狙杀，其遭
嫌疑而被捕，后由其密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才得释。
1938年春夏之际，他负责招待刚投国民党的中共叛徒张国焘，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密告了一状，说他
贪污招待费。
结果，在同年8月特务机构改组，分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时，由徐、戴两人分任副局长，主持局务，而他却落了空，只留下了一顶
军事委员会参议的空帽子，一气之下，他便以肺病复发为由，跑到昆明养病去了。
这一自忖不得志的心态，正是他日后丧失民族大节的根因。
也就在这时候，一名先已投日的旧识李士群正在组建汉奸特务机构，只缘李白知原先地位低下，在与
日本主子打交道和汉奸集团的权力分配角逐中份量不足，他便想到了在派克路(今黄河路)万春坊新光
书局一起编辑《社会新闻》的这位老上级。
李深知丁默邮的为人，也知道他正处于失意之中，便让与他一同下水的翦建午到昆明去游说，翦与丁
是湖南同乡，李通过翦又表示了“一切请老长官前来主持”，自己将唯老长官马首是瞻。
果然，一拍即合，丁便随翦转道香港到了上海。
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导引下，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面
谒日本特务头子、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脑人物土肥原贤二，提交了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
”的《上海特工计划》。
这一计划获得了时任日本陆军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很快为日军参谋本部批准，并规定
其直接向参谋本部负责，参谋本部指派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少佐具体联络指导。
5月，汪精卫由河内经香港抵沪后，在影佐、晴气安排下，丁、李及其纠集拼凑起来的特务组织名义
上就归入了汪的门下，负责汪及其活动的保卫工作。
8月，侵华日军成立了专以汪工作为目标的梅机关，影佐祯昭任主脑长官，丁、李便从参谋本部划归
梅机关领导，晴气担任总联络代表，他的助手■本诚少佐和中岛少尉则为常驻联络员。
从那年3月份起，丁默■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本部领取30万日元的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万发子
弹和500公斤炸药。
其据点也从原来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先以“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名义迁忆定盘路(今江苏
路)95弄10号，最后迁入由晴气亲自选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遂有了“七十六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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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俗称。
凭着大把钞票和丁、李这些人原来的关系网，很快聚起一帮原中、军两统的特务、帮会分子与各种社
会渣滓，仅至4月初，已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成为有行动队、通讯破译室、情报组以及专门针
对国民党市党部和新闻界进行破坏的各工作组，人数达300余。
到11月份，更扩展为一个警卫总队，四个行动大队，一支租界突击队，电务、总务、情报、机要和分
别针对军统、中统、忠义救国军、租界及其他方面的八大处，督察、专员、化验、审讯四室，还有以
丁默■的别名对外称之聚川学院的警官训练班和女特务训练班、警犬训练班等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
特务机构。
极司非尔路76号，本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
陈氏，河北安州(今安新)人，1886年生，1943年卒，殁时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陈氏为陆军大学一期毕业，早年执教武昌陆军中学，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钱大钧等国民党高级
将领均出于他的门下。
后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属于北洋军阀直系。
1927年春在芜湖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之后历任第三十七军军长、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
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陈宅位于越界筑路区，上海沦陷时被侵华日军没收。
这块长约百米、宽约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经丁、李他们自行设计，建成了一座拥有四道门卫的
森严壁垒之魔窟，其中第二道更被改建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楼式铁门，除陈氏大洋房作为丁、李等人
的办公室与卧室外，将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监所；将另一幢两进三开间石库门楼宇，改建为
大礼堂，1939年8-9月间就在这儿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外，在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墙圈内，还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卫总队的营房、
审讯室、武器库、印刷所、车库，还有日本联络官中岛少尉等人的卧室与会客室等等。
还将旁侧的一条叫作华村的里弄和极司非尔路对面的一批住宅霸占过来，用作总部人员的家属住所。
可就是这样一座伥鬼群集的魔窟，对外却宣称是“昌始中学”，那些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特务，凭着一
张淡蓝色的证件进进出出。
“七十六号”的正式名称是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不过，汪精卫曾对另一名大汉奸陈公博说过“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
”确实，“七十六号”听命的并不是这个汉奸集团的首脑汪精卫或担任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周佛海，
而是梅机关。
具体地说是听命于梅机关所派的总联络官晴气庆胤，还有侵华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
少佐，他们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太上皇。
伍长塬本诚少佐、中岛少尉和涩谷准尉，就是分别代表梅机关和特高课的常驻代表。
在“七十六号”的大门对面还设有梅机关的一个分机关，晴气庆胤和■本诚就常待在那里，名为便于
联络实也包含着监视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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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早就接触到郑苹如的史实，十分敬仰这位传奇式的抗日女英雄，也对一些文章又多冠以“中统分子
”之类用词而不快，总感到似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精神有悖。
在与几位朋友合著的《回梦上海老弄堂》中，在万宜坊一文中粗粗地写了郑的事迹。
2004年的一天，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责任编辑陈宁宁女士处谈事时，电话铃响了。
“作者恰好在这里”。
陈编辑将话筒递给了我，原来是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先生打来的，欲通过编辑找我。
“谢谢您，我代表海内外的郑苹如家属谢谢您，您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写我姨姨的。
”郑先生在电话中激动地说。
之后，我和郑先生成了朋友，郑静芝(即郑天如)、陆肇先、郑昭等郑家成员与亲友，都向我提供了许
多有关郑苹如的情况和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郑苹如的了解，纠正了不少史料上的失误，也激起我
研究郑苹如的激情。
之后，在更深入的发掘过程中，泛黄的三四十年代旧杂志报纸，尘封甚久的案卷，友人提供的日文资
料，又进一步深化了我对郑苹如的认识，拓宽了对郑苹如的观察视野。
作为一个上海史的研究者，让人们完整而正确地了解郑苹如，渐渐地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上海王开照相馆发现郑苹如旧照，特别是电影《色·戒》带动起来了寻找真实郑苹如之热，扩大了社
会上对郑苹如事迹的知晓度。
但电影《色·戒》使人们对郑苹如真实面貌的认识更加混乱，促使我动笔撰编这本小书，以清除晴气
之流的歪曲造成的影响。
为了让人们自己辨别、自己认识，我选辑了一批档案与史料作为附录，我相信读了这些附件，读者是
能够得到较正确认识的。
入辑的这些史料，都保持原貌，只对明显的讹脱和历史地名加【】纠补和说明。
鉴于主要史料已多辑入附录，正文中也就不一一加注了。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除郑氏家族外，柳泽隆行先生、张晓黎先生、郑洁小姐、黄美真先生、吴健熙先
生、承载先生、孙伟瑶小姐、苗晓曼小姐、辜农基先生、景智宇先生等，在资料提供、日文翻译、图
照等方面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特别是苗晓曼小姐很早就帮我翻译日文资料，后因赴美深造而失去了联系，但愿她能见到本书，分享
收获的喜悦。
感谢陈宁宁女士，她是本选题的最早建议者。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余岚女士和朱菁小姐，她们为本书的出版花费许多心血。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献身的郑苹如和所有的英烈。
许洪新于独目斋200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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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苹如生于1918年，中日混血。
其父是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的助手，母亲是崇拜孙中山的日本人。
陈宝骅是陈果夫的侄子，年轻有为，是郑苹如唯一接纳的追求者。
郑苹如本人是中统情报人员，即“女特务”，她以名媛的身份登上过《良友画报》，长眉弯弯，鹅蛋
脸，眼睛有混血特征，标准的大家闺秀相貌，只有20岁，姿态却很成熟。
她有一颗激进爱国的心，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被她深深吸引，她打算绑架此人，以图结束中日战
争，这天真的想法被上司阻止了。
　　　　　　上海沦陷后，郑苹如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
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而暴露身份，被捕，一口咬定为情所困，雇凶杀人，成为当年上海
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
一九四○年二月，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3岁。
　　　　　　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遗言有两个版本，一为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
塌糊涂。
 本书为介绍其生平事迹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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