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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为咽 青山为证——隐蔽战线英雄颂

于非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个人都有一段惊心动魂的传奇；这是一条死守信仰的战线，每个人都为了同一

个黎明奋勇向前；这是一个血色惊澜的战线，每个人都做出了无悔的生死抉择。

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

重重的长夜。他们胸前虽然没有勋章，但功勋卓著。他们就是战斗在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新中

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指示：“你们只取得了一个胜利，还有一个胜利也就是隐蔽斗争的胜利，

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只有取得了两个胜利，我们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隐蔽

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场无形，一人可敌百万兵

 

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把握战略层面，

还要周密考察每一个战术环节，甚至具体到每个细节。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说过：“要做什么像什么，

注重身份的掩护和隐蔽。隐蔽战线是一个系统的构成。你是个医生就得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医生才行。”

毛泽东曾评价道，“李克农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那是1936年2月下旬，经周恩来部署安排，李克

农单枪匹马前往洛川同张学良谈判。谈判伊始，张学良就开玩笑地说：“我是来做大生意的，小买卖我不感兴

趣。”李克农机智应答，“我们之间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谈。”就以这样的话锋，李克农针对张学

良提出的问题，阐明我党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消灭异己的阴谋，用事实说明东北军只

有同我党联合抗日才有出路。这次谈判为同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打下良好基础，为加强我

党与东北军的联系，日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隐蔽战线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壮大而壮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危急关头，周恩来领导创建

了我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在中央

苏区时期，中央和各主要苏区创立政治保卫工作，对配合苏区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

埃政权，纯洁红军队伍作出了特殊贡献。长征途中，红军情报侦察部门及时获取敌人往来的电报，使中央指挥

机关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军事行动部署，避实就虚，屡出奇兵，摆脱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红

军到达陕北后，在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发挥了关键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隐蔽战线斗争进入了专业化的成熟期。我情工人员

深入日伪党政机构，获取了日伪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胜利

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情报保卫工作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机密

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给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提供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中央制定解放

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

权。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英雄无名，一默如雷步步惊心

 

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复杂性、残酷性，使他们盘桓于龙潭虎穴，时刻都是伪装者，时刻要提防被敌人发

现，时刻都面临死亡威胁，如履薄冰、步步惊心，静静等待被组织“激活”的那一刻。战斗期间，不能轰轰烈

烈，甚至要“沉默是金”。他们在复杂而危险的环境中隐姓埋名、掩饰身份，冒着生命的危险为革命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们或许有更加曲折传奇、动人心魄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常常连同他们的名字一道湮没在尘封的

历史中，无人知晓。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保卫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李士英同志，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处

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又一直在最复杂、最艰难的对敌隐蔽战线进行战斗，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党内路

线斗争的严峻考验。1932年5月，李士英同志在上海一次惩治叛徒的行动中，不幸被捕。他被囚禁在国民党反

动派的牢狱中长达6年，遭受了老虎凳、电刑、水牢等种种酷刑的折磨，两次被宣判死刑。他大义凛然，坚贞

不屈，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

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尚节操。他抱定“入党时就下定了的牺牲决心，一天不死，总要革命”，终于在抗日救亡

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经过党组织千方百计地营救和他自己的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改判，于

1937年8月出狱回到延安。陈云同志说：“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

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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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被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的袁殊。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他以多重

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达14年之久。袁殊衔命打入CC的特工组织，又凭借精熟的日语与日本方面建立了情报关

系并接受其津贴。1933年后，他还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两年。1937年后，袁殊辗转投到杜月笙门下，

国民党中统和军统都来拉他入伙。经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

的少将组长。因参与制定暗杀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的计划，袁殊被捕，幸亏日本领事岩井英一的搭救才得

免死。此后，袁殊就不仅是岩井的秘密情报人员，而且是岩井扶持的一名公开的“汉奸”了。这样袁殊成了罕

见的兼具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帮背景的五面间谍，从各方内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据我党情报人

员刘人寿等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

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

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调动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影响。

多重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扮演的。肖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一文中回忆，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

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

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

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忠诚无言，

为信仰而战为理想献身

 

隐蔽战线斗争的胜负，关键也是人的政治素质较量的高下。周恩来对我党的技术侦查工作，曾经有过这样

的总结：我们军队的技术工作，在数学上讲是正50分，我们的政治素质也是正50分，二者相加得100分。敌人

技术素质是正50分，政治素质是负50分，二者相加等于零。

多少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正是凭借着对党的一片忠诚，为信仰而战为理想献身，一生无悔。朱枫，一个为

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献出热血和生命的巾帼英雄，因为工作在隐蔽战线，直至牺牲60年后，她的名字和她的事迹

才广为流传。

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在香港的朱枫接到党的指示，到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一边是与家人团聚，

享受胜利的喜悦；一边是冒险犯难，深入虎穴，朱枫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在家信里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

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应该先去做。”到台湾后，朱枫很快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

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方案，在基隆码头将手中一批重要情报交给中共华东局情报

部特别交通员手中。不料，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叛变，朱枫在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定海被捕—此地距离她

的家乡镇海，仅一水之隔。这是朱枫第二次被捕，她吞金自尽，没有成功。严刑与利诱，朱枫都不为所动。6
月10日，朱枫与吴石将军等4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年仅45岁。

正因为心中有信仰，即便身处险境，他们仍初心不改，本色不变，能坦然面对生死，笑看风萧水寒。冷少

农，原名冷肇隆，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冷少农因没有暴露政治身份，

在国民党军中潜伏下来。由于长期在外，家人很为他担忧，多次来信催他回家，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

义”。冷少农怀着痛苦和感动交织的心情，给母亲写了5000字的长信，在信中解释说：“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

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有些是不了解，

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至于要不要回家，他

说：“回家的事不能定的，要是革命迟一点成功，或者中间遭了挫折，我自己就死在外面，跑在什么地方，我

也不知道，更说不上回来不回来了。”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冷少农被捕

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冷少农始终坚守革命气节、坚贞不屈，最终于当年6月在南

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发一个大大的奖章。很多无名英雄没能

盼来这枚奖章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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