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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抗日之际，共产党领导的红
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工作需要，
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
军办事处，简称“八办”。这遍布全
国各大城市的“八办”，就像浮在水
面的小船，船上承载着公开的统战工
作，船下隐藏着秘密的情报工作……

西安“八办”的前身，是西安红
军联络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
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邀请
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 月，
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同国民党打
交道，需要了解国民党的干部，“龙
潭三杰”的唯一幸存者李克农，就成
了红军联络处主任。

把公开活动同隐蔽斗争结合起
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蒋介石
手里毕竟有权，党政军联席会报，军
警宪特联合行动，严密监控在国统区
活动的共产党人。“西安事变”爆发
后，周恩来立即赶到西安，帮助张学
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

事变平息后，周恩来又要返回延
安，一次匆匆之行，周恩来却在西安
留下精到布局：公开、半公开、隐
蔽，三种机构。公开机构：八路军西
安办事处，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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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交通局长吴德峰。

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
系。戴中溶是胡宗南司令部的机要科
长、肖德是特务侦缉队长、宋绮云是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的秘书、李锡九是
西安行营主任程潜的参事、张初人是
省主席蒋鼎文的随从秘书、石钟伟是
董钊军长的秘书，还有社会名人杨明
轩、杜斌丞等，打入最深的是陈忠
经、熊向晖、申健三人组。

中共利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个
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
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
“八办”主任，原因之一是，西安行

营长官程潜是林伯渠北伐时的老搭
档。“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
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李克农的儿
子李力是电台台长。罗青长兼任林伯
渠的机要秘书，负责情报保卫工作。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
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
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中国创
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
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
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
地方。

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
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
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
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
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
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行
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
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
视“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争权的程
度。

1939 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
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
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中。
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
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
却是一个老牌军统。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
庄门外展开。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
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上还带
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
骑车跟踪。那个“八办”的青年把车
骑得飞快，直到把西安全城转遍，也
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
遛弯儿。

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
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这天大
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
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
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特务
正在尴尬，对面又扔过来香烟，气得
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
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
闯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
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
药都要上报数字，谷正鼎期望找到错
处借机下手。可是，罗青长精细布
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
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
查时，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特务
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
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说，从无线电监听中发
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八
办”的小青年经常在院外打篮球，国
民党特务就在旁边观战，其实是数人
头，判断哪些是电台人员。李力早已
认出这些特务，索性打招呼：“看什
么，下来打一场！”于是，特务不得
不放弃监视下场打球，敌我双方同场
竞技。

弄不到实情的特务急了，索性以
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找
不到电台。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突

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
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七贤庄革命
遗迹的一个参观点。

复杂的斗争环境，考验着年轻的
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当过武汉市公
安局长的吴德峰，走到大街上难免碰
到熟人。环境复杂，吴德峰小心谨
慎，多次避过特务的跟踪检查，还言
传身教，精心培养青年情报干部。兼
任西安情报站党支部书记的罗青长，
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
是个搞情报的好材料。吴德峰经常带
领罗青长出外活动。经历西安秘密工
作的罗青长，1941 年调回延安中社
部，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
门。

艰险生活中也有欢乐，可秘密情
报人员的欢乐总是比艰险短暂。1938
年 7 月 31 日，西安“八办”的少将
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共产党方面判
断，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
特务有关。西安“八办”多次向蒋鼎
文、胡宗南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
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
人，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脱不知，胡
宗南更赌咒发誓不知情。

西安情报站布置内线展开侦察。
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大革命时期
的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党
取得联系。罗青长要他在“八办”周
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际护卫。
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通过这些
关系，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

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
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行营主任蒋鼎
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
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
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中共特意将原
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
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却还
是有心抗战。听说老同学宣侠父参加
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特意请宣侠
父介绍抗日经验。共产党方面正把胡
宗南作为争取对象，乘机把宣侠父调
到西安，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胡
宗南请宣侠父为自己编写抗日游击教
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两人私交越
来越多。

这就引起蒋介石的极大警惕，蒋
介石绝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
于是密电蒋鼎文：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
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
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
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
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局长李
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暗动手，将
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事后，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均，
发牢骚讲怪话，被“八办”情报员师
印三听到。西安情报站立即报告中
央。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要
求国民党负责答复。蒋介石不得不
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

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共产党

找胡宗南要人，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
颇有往来。胡宗南确实不知道，因为
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
蒋介石秘裁宣侠父，正是怕他策反胡
宗南。

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居
然暗杀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少将?老蒋
这手法实在见不得光。而共产党呢，
吴德峰不是没有机会报复，潜伏在西
安行营的共产党员有好几条线，神枪
手于忠友干掉胡宗南不成问题。

可是，共产党人没有采用军统那
些下三滥的手段。吴德峰组织大家调
研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
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
的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
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
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

合作孕育斗争，统战包含密战，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有理、有力、
有节，始终占据道德高地。

（据《档案春秋》《天津日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五大书
记”即毛、刘、周、朱、任。毛泽东
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周恩来任中
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
负责交通局，刘少奇任中央反内奸委
员会主任，朱德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
主任。这表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
对于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
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
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
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周恩来曾
经参观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章、陈
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
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
经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
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中共
的情报保卫工作从创建伊始就有自己
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
的体系。

保卫部门向来有个“工作网”，
隐身在党政军群单位的秘密网员，直
接向保卫机关负责，提供内部情况。
这项从苏联学来的制度，违背了不在
内部搞侦察的原则，也在延安时期取
消了。

中共倡导的党委领导制度，与苏
联大有不同。有趣的是，中共这项制
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国民党与
共产党合作时期，曾在北伐军中实行
党代表制度，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
不搞选举，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
人选。

延安时期，中共的多项工作，包
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
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这
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是走向成熟
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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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胡宗南，宣侠父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