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NA 是如何发现的？

一幅生命本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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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家、化学家、医学细

菌学家和物理学家潜心探索，

逼近生命本质———DNA分子。

《王云五评传 ：多重历

史镜像中的文化人》
周 荐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从 “家世”“成长”“经营”

“学术”“宦游”等八个方面，详

述王云五跌宕起伏、丰富多彩

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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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之死新探
■王琪森

《共和国识别码 》 《共

和国之路》
李忠杰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梳理、彰显共和国特色的

311个关键词，再现共和国风雨

兼程、辉煌彪炳的 70 年路程。

《不丧斯文 ：周秦之变

德性政治论微》
李若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哲学角度，深入研

究汉代儒学与制度的相关性。

《西洋镜：中国早期艺

术史》（全二册）
[瑞典]喜仁龙著

陆 香、郭雯熙、张 同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

史，也是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

开山之作。

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海派书

画篆刻名家钱瘦铁帮助郭沫若归

国的历史事件。 按照日本立法规

定战后启封战争年代部分军方、

警方绝密文件与档案的机会，当

年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得以解密，

不少扑朔迷离的问题得以解读，

其中就涉及了著名作家、 革命烈

士郁达夫之死的历史悬案。

郁达夫因从事

抗日工作而上了日

本警视厅黑名单

1937 年 7 月 24 日， 郭沫若

在钱瘦铁等人的帮助护送下，秘

密从日本神户登上邮轮“皇后”号

归国。 为此，日本警视厅于 8 月 7

日逮捕了反法西斯抗日谍报战士

钱瘦铁等人。 据战后揭秘的日本

《外事警察 3·昭和 12 年（1937）》

载，日本警视厅于 8 月 10 日破获

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反战抗日人员

组成的“日支（中）人民战线”的谍

报组织， 并绘制了一份颇为详细

的《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 在这

份被尘封了几十年、 而今亮相的

谍报图上， 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名

字也赫然在列， 而且他垂直联系

的正是旅日的郭沫若及金祖同

（郭沫若的学生）。

由此来看郁达夫之死， 也许

从这张《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中

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1945 年 8

月 29 日，流亡印尼苏门答腊西部

市镇的郁达夫在家中被人带走。

尽管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已发布

了投降诏书，但 9 月 17 日，日本

宪兵还是将郁达夫秘密处死于苏

门答腊的丛林深处。 日本宪兵为

何要对郁达夫痛下杀手？ 这就涉

及到了郁达夫长期以来的反法西

斯抗日生涯。

郁达夫与扶桑之国日本是颇

有历史渊源的。 1913 年，17 岁的

郁达夫就随长兄郁华东渡日本留

学， 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

校、 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及东京

帝国大学，并开始小说创作。1921

年，郁达夫与留日的郭沫若、成仿

吾、张资平、郑伯奇等成立了著名

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郭沫

若出版了诗集《女神》，郁达夫出

版了小说集《沉沦》，均成为新文

学运动的经典之作。 1922 年，郁

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

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

大学等，1928 年后到上海主持创

造社的出版工作。同年加入“太阳

社”，主编《大众文艺》，并和鲁迅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4 年任浙

江省政府参议，1936 年任福建省

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 并积极

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 同年 11

月，郁达夫访问日本，与日本文学

界反战进步作家频频会晤， 引起

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 上了其黑

名单。 后来他到早稻田大学演讲

时， 愤怒而激烈地抨击了日本军

国主义者对中国东三省的入侵，

被警视厅强行缩短行程而勒令回

国。此后，他抱着“我们这一代，应

该为抗战而牺牲的信念”， 在上

海、武汉、广州等地从事抗日救亡

运动。

郁达夫参与了

帮助郭沫若归国的

谍战行动

1937 年的 “七·七卢沟桥事

变”，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 日

支人民战线的中方具体负责人

钱瘦铁与金祖同，以及日方负责

人田中中夫与佐野袈裟美等开

始帮助掩护郭沫若回国，郁达夫

则在国内进行联络策应。 当时的

日本警视厅对郭沫若进行了宪

兵与便衣的双重监视，郭沫若就

在 《我是中国人 》一文中说 ：“我

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到了两重

监视 ：一重是刑士 （便衣 ），一重

是宪兵。 ”再加上还需要瞒着妻

子及儿女等，郭沫若的归国之路

可谓困难重重，危险多多。 尽管

由钱瘦铁负责的帮助郭沫若归

国计划于 7 月 10 日就启动了 ，

但在 7 月 20 日还未最后敲定 。

郭沫若由于诸多问题没有落实，

如国民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还未

正式撤除、出走及安抚家属所需

的大笔资金尚未落实等，因此一

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正在这

关键时刻，负责国内联系的郁达

夫给郭沫若寄来了两封至关重

要的信 ，一封信曰 ：“沫若 ，今晨

因接南京来电 ，嘱我致书 ，谓委

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日今

强邻压迫不已， 国命危在旦夕，

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今之天

经地义。 ”另一封信谓：“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招兄驾回国，我已

先去说过 ，第一 ，要他们办好取

消通缉手续 ，第二 ，汇大批旅费

去。 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殷

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

通过以上两封信，可知郁达夫作

为日支人民战线的成员，是参与

了帮助郭沫若归国行动的，并且

担任着高层联络员的身份。

从郁达夫当时的身份来看 ，

他不可能直接与蒋介石发生联

系， 当时主要是通过国民军事委

员会直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芃生给郁达夫指令的。 该所主

要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展开情报

工作。 王芃生早年参加孙中山领

导的辛亥革命 ，1916 年留学日

本，和郭沫若、郁达夫均是东京帝

国大学同学， 后又与郭沫若一同

参加北伐。他是日本问题专家，多

有专著，曾任驻日大使参事。

（下转第二版）

▲1944 年， 郁达夫怀抱儿子郁大亚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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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日本东京法院 1939 年 9 月 13 日对钱瘦铁

的三审判决书中文翻译影印件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