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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策略、队伍建设、手段运用、资源物建等一系列的基本路子，

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

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一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党的中央局

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转入地下，在抗战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英雄们

事实上，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有过数次直接交锋。

1937 年 4 月 25 日，发生了周恩来劳山（延安附近的一个

地方）遇伏事件。该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毛

泽东也几次遭遇危险。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

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

民党特务。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卫员及时

将其擒住。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竟有特务向路过的

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共产党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

以攻为守。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的情报保卫工

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在 1936 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在帮助

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的同时，心思细密的周恩来在返回延

安前已经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设立公开、半公开、隐蔽的机

构 3 个。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为“特科”时期的

无线电专家伍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老地下

党员欧阳钦；隐蔽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为前中央交通局局

长吴德峰。其中，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的关系。胡宗南

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等，都秘密为中国

共产党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也由

西安情报站联系。

1939 年 2 月，为了应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

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中央书记处作出

成立中央社会部的决定。1941 年 9 月，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

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

长 3 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

部长李克农。

由于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

征中被肃反错杀，当年的“龙潭三杰”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

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加上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

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工作实际

上便由李克农主持。

此时共产党秘密战线的宿将干才也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

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南方局的情报关系打入国民党

深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

孔祥熙、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部被撤销。但我党的情报与保

卫工作基本完成了从零星到规模、从局部到全局、从单一到系列、

从获取一般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从纯地下活动到公秘

结合的质变过程，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纷纷归

队，重新获得了正常的身份。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命继续潜伏。

多年来，中央社会部所拥有的庞大情报网络和杰出的代表

人物有：打入日本外务省特务机构“若井机关”的袁殊、刺汪

案主谋华克之、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陈布雷的女儿陈琏、

促成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等等。

而中情部所立下的战功更是数不胜数，其代表人物更是大

名鼎鼎，他们的名字个个威名赫赫——国民党参谋次长刘斐中

将，作战厅长郭汝瑰中将，国民党第 46 军军长韩练成中将，国

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中将，国民党军

第 110 师师长廖运周少将，以及在台北英勇就义的参谋次长，

代号“密使 1 号”的吴石中将等等。

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不为人知的、默默战斗在隐蔽战线的

无名英雄，很多人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真实姓

名甚至都不被我党同志所知……

而这或许就是隐蔽战线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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