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谍影重重：愚园路的情报战
共产国际远东

局在愚园路设有秘

密据点

1931 年 6 月的一天，英国巡

捕悄悄地包围了上海公共租界里

的一幢三层小楼———北四川路

235 号。 此时，楼里的一个波兰籍

商人正和他的儿子一起吃饭，丝

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半个月前， 远在千里以外的

英国殖民地新加坡， 英国警察当

局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名

叫杜克洛克斯。经调查，此人是共

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

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特工。

英国警察从他所带的文件中

查到了一个中国的电报地址和邮

政信箱号码 ：“二〇五号海伦诺

尔，中国上海。 ”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当局

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

界当局， 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据

这一线索， 对上海的二〇五号信

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

信箱的租用者是个波兰商人，名

叫牛兰。

他们继续秘密跟踪侦查 ，又

查明了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

235 号。 此外，他们还发现牛兰在

南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有另

外一处秘密活动地点。

一切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结

果———这个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

的波兰商人， 很可能是共产国际

潜伏在上海的特工。

于是， 在 6 月 15 日上午，早

已准备多时的英国巡捕冲进了这

栋欧式洋楼。在男主人身上，他们

搜出了一本名为“牛兰”的德国护

照。几分钟后，他们又在另一个房

间里搜出了十几本不同姓名和国

籍的护照。

一个人居然会持有多国护

照， 这个细节证实了巡捕房之前

的猜测。

在这栋小楼里， 巡捕们并没

有发现任何一份重要文件， 但是

他们从牛兰身上搜出 3 串、共 27

枚钥匙。

在牛兰的另一活动点———南

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间，巡捕

用牛兰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小房

间， 发现里面摆着三个紧锁的保

险柜。他们找来锁匠，打开了其中

一个保险柜， 又从中找出了两把

钥匙———恰好是打开另外两个保

险柜的钥匙。

在三个保险柜里， 巡捕们共

搜出 600 多份文件， 里面所有的

内容都与一个组织有关———共产

国际远东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 76 份文件

里， 有共产国际对远东地区与东

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 还有远

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在房间书桌上， 巡捕们发现

了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我今天

下午两时半再来。 ”显然，这是另

外一个人留给牛兰“接头”用的。

巡捕们带走了牛兰和文件， 留下

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两点半， 果然有人自行

用钥匙打开房门， 藏在屋里等候

多时的巡捕们看到一个金发碧

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进来，便立

即掏出枪一拥而上。 来人是牛兰

的夫人汪得利曾。

牛兰夫妇被捕后， 租界巡捕

房多次对他们进行提审， 但两人

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里， 巡捕

搜出了一张收据， 得知她在当时

上海西郊的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还有一个住处。顺藤摸瓜，在愚

园路的住所里， 巡捕们又发现了

牛兰夫妇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

处———赫德路 66 号，并在那里搜

出了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

款总数高达 47000 美元。 这笔巨

款原本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

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

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 如今

落到了英国巡捕房的手里。

但是， 无论是对正处于危难

中的中共中央， 还是对于共产国

际来说，牛兰夫妇被捕，是比失去

这笔巨款更为可怕的事情。

由于牛兰的特殊身份， 他掌

握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大量

的“红色机密”，甚至关系到远东

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

此前不久， 共产国际远东局

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 共产国

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

脚点，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外国

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 中国

政府无权管辖。 所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 各国情报人员常现

身于此。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中， 牛兰事件也许只算得上一个

微小的浪花， 但历史脉络的丝丝

缕缕，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暗流在

表象下汹涌。

潘汉年与李士

群在愚园路李家多
次碰面

如果说上海因为租界的缘故

成为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

那么愚园路因为处于比租界管理

更加模糊的越界筑路地段， 如鲁

迅所形容的 “且介亭” 半租界状

态。 弄堂四通八达， 人员五方杂

处， 更是一个很适合开展情报工

作的活跃地区， 一个交换情报的

特殊窗口。

上海变成“孤岛”后，国民党

中统、 军统都留有非常庞大的特

务网，1939 年 3 月，以丁默邨、李

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

成立，也开始了情报工作。 此外，

世界各国在上海也都有谍报人员

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

愚园路上的活动也非常活跃。 其

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

1939 年秋天，延安的中共中

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

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

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

杂， 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

至多重身份， 尤其是落水当了汉

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

自己留条后路， 可以同时为多种

政治力量服务。 胡均鹤就是这样

一种人， 他既是汪伪对付国民党

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 又暗中在

为中统服务。 而曾是共产党叛徒

的李士群此时也通过一个非常秘

密的渠道， 向中共有关方面表达

建立联系的愿望，为保密起见，希

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

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

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

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决

定派胡绣枫的姐姐、 诗人关露到

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联系。

打扮成“小开”的潘汉年当时也化

名“萧叔安”，来到上海，住在愚园

路 218 号百乐门大酒店的高级客

房里。 尽管此处日伪警宪特务经

常出入， 但按照情谍人员的特殊

理解：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

安全的地方。 1941 年 12 月，太平

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

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 决定亲自

出面与李士群在其愚园路的家里

（注：749 弄 63 号）碰头。

1942 年 4 月，潘汉年与李士

群在其家又一次会面。 李士群为

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向潘汉年透

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

“扫荡”的军事计划。

9 月， 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

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及王尧山等， 考虑是否撤退到苏

北去。 因先期刘长胜撤离时发生

险情， 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

士群的关系， 另外开辟一条更为

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

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

如此算下来，潘汉年与李士群

在愚园路李家已经碰了三次面。

1943 年 4 月，日伪计划对新

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当时

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

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

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

强与李士群的联系， 尤其要搞清

楚日伪这次大 “扫荡” 的准确情

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

过镇江抵达上海， 并向胡均鹤提

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

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 李士群不

在， 说是去看汪精卫了。 当天晚

上， 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

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来到旅馆

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

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

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

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

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一同驱车到

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 几天

以后， 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

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

了一面。 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

李士群会面。 两人闲聊几句未作

深谈，便匆匆告别。

与汪精卫见面， 最终导致潘

汉年 1955 年在赴京参加党代会

期间被捕，长期关押后不幸去世。

愚园路的谍报

大战一直延续到解
放战争

时间进入解放战争。 据担任

过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长的何康回

忆：

约在 1949 年 3 月初， 已调

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

尘仆仆到俭德坊 （愚园路 1293

弄）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

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

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

线军事部署图。 我当时很注意地

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

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

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 迅即面

交给了张执一同志； 执一同志派

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

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

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

前， 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

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早在 1947 年 4 月，经何康父

亲、同盟会元老何遂介绍，后潜伏

到台湾的国民党中将吴石就与中

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刘长胜、张执

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茶社见面

（注：董竹君之后居住的新华村就

在愚园路俭德坊的路对面），与共

产党正式建立了联系。此后，在愚

园路俭德坊 2 号何家， 张执一与

吴石又有过多次单独会面， 商定

吴与张以愚园路何家为联络点单

线联系。

吴石最后因为中共台湾省工

委书记蔡乾的叛变而与地下党交通

员朱枫等四人被蒋介石杀害于台湾

马场町。 1974年被追认为烈士。

情报大战背后有多少日常的

接头递送情报工作， 把这些浮出

水面的故事连成一条线， 是为了

证明愚园路在各个时期的情报暗

战是如何进行的 。 宏业花园 74

号、百乐门、749 弄 63 号、俭德坊

2 号、瑞兴坊 4 号，这些迄今仍然

默默矗立在愚园路上的建筑，你

能说说吗， 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

秘密，留存在你的石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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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百年纪念版） 是作

者所著?愚园路》的升级版，内容更

为丰富，总结了“荡马路”“穿弄堂”

“入堂奥”“听故事”“有感悟”五步阅

读法， 使读者可以读取上海自东

向西的城市生活发展史， 找到上

海城市建筑风格演变的脉络。 该

书在愚园路成路 100 周年之际出

版， 旨在把愚园路所兼具的建筑

史意义、 风貌保护意义和历史文

脉保护意义进一步呈现。

?愚园路》（百年纪念版）

徐锦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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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随

后的革命斗争中，面对生死考验，10名中央监察委员

会成员，先后有 8人英勇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

的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意

义十分重大。 2017年 6月，长江日报记者分赴全国各地，寻访 8位烈士的革

命事迹和后人，展现烈士忠诚于党、舍生忘死的革命献身精神，以及后人对烈

士精神的铭记与传承。 此书是在此次采访报道基础上充实内容，集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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