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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熊向晖熊向晖（（右右））与周恩来与周恩来（（左左））

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史上，出
身官宦之家的“龙潭后三杰”之一——
熊向晖是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
物。1937年初，年仅 18 岁的熊向晖，
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启了跌宕
起伏的特工生涯，在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书写了传奇的“敌营十二年”。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在风云变幻
的外交战线不辱使命，完成了一项
项重要任务，成为共和国永不磨灭的
红色记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19年 4月 12日，熊向晖出生于
山东掖县（今莱州）。1936年，17岁的
他考入清华大学，其间秘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

1937 年 6 月，清华大学与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迁至长沙。这时，湖南要组
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去国民党胡
宗南部“服务”。周恩来吩咐清
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推荐
一名秘密党员去参加，选人的标
准为“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
家，年轻，仪表不俗，记忆力强”
等。熊向晖被选中，便由长沙前
往武昌接受胡宗南的面试。在
接见会上，胡宗南手执名册逐一
点名，熊向晖为给胡宗南留下深
刻的印象，当胡宗南点自己名字
时故意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
声“我就是”。胡宗南问：“熊先
生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
答：“参加革命。”胡宗南微微一
怔，问道：“熊先生来本军是为
参加革命？”熊向晖答：“孙中山
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
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
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
是参加革命。”胡宗南再问：“那
么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

么？”熊向晖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
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
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
宗南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并在名册
上作了标记。接见会结束后，胡宗南
又单独召见熊向晖，几轮面试结束，
他决定把熊向晖留在身边。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我党安插在
“西北王 ”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
子”。按照周恩来设想筹划以备在两
党和平时，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
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
攻击，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
用。当时，周恩来送熊向晖八个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938年 5月
初，熊向晖被派到西安陆军军官学校
第七分校学习，1939 年 3 月，学习期
满后担任胡宗南的助手，因超卓的才
干很快得到胡宗南的赏识，从侍从副
官升任至机要秘书，开启了平步青云
的“党国栋梁”仕途，也开启了 12 年
之久的中共特工生涯。

“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3 年 5 月 22 日，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
际的决议》，蒋介石借此密电胡宗南：

“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
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秘密
布置并正式确定了 7 月 9 日进攻边
区。但是，7月 4日胡宗南就收到了朱
德电报，受到“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
的指责。原来，早在 7月 3日，国民党
的作战计划就由熊向晖秘密发到了延
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作
战方案，一方面，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
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
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
安。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胡宗南
发觉有人泄密并进行追查，竟也没想
到会是自己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由
于处置得当熊向晖的身份没有暴露。

1947 年 3 月，正值胡宗南保荐他
赴美留学前夕，熊向晖和新婚妻子正
在杭州蜜月旅行，突然接到胡宗南在
南京的约见命令，让他心中疑惑不
解。见面后，胡宗南要求他推迟三个月
赴美，等打完延安再走，并让他严格保
密。此前，胡宗南于 1947年 2月 28日
接到了蒋介石关于“趁美苏英法四国外
长会议召开之时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
安”的命令，于是胡宗南临时中止了熊
向晖赴美留学的行程。胡宗南交给熊
向晖一个公文包并向他布置了任务：根
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作战草图给
他。熊向晖打开文件包即看到了两份
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
案和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
况。熊向晖迅速将文件内容默记在
心。次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回西
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
新华巷 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
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
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

根据接到的情报，党中央果断决定

采取“存人失地”的方针，放弃延安并坚
壁清野，把这个包袱交给国民党去背，
然后在陕北黄土高原通过蘑菇战、麻雀
战等战术将国民党军“肥的拖瘦、瘦的
拖死”，以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
的。从 1947年 3月到 1948年 3月，党中
央转战陕北期间，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
障，总是能够一次次地在敌人眼皮底下
化险为夷并常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而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不但未能“给
共军以毁灭性打击”，反而自身损失惨
重，麦宗禹、李昆岗、刘戡等胡宗南手下
的名将也纷纷当了俘虏或直接丧命战
场，真可谓“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

熊向晖的出色表现令毛泽东大为
赞赏，称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
师”。周恩来也称赞道：我们党打入
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
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
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
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
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
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外交战线再建功

1947 年 5 月，熊向晖从上海乘船
赴美国留学。1949年 5月，熊向晖正式
由“地下”转到“地上”。新中国成立以
后，熊向晖担任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副
司长，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外交生
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都有
他的身影：1954 年日内瓦会议，熊向
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主要负责招待新闻记者；1971年中国
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熊向晖是中
国代表团的代表；尼克松 1972 年访
华，熊向晖又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
理。除此之外，熊向晖还担任过驻英
国代办、驻墨西哥首任大使等职。这
一时期的熊向晖又为新中国外交事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亚杰

岳飞是南宋的抗金名将，戎马一
生 ，战 功 卓 著 。 宋 高 宗 绍 兴 三 年
（1133），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
以赐之，此后岳飞战功屡屡，收复大片
失地，以致金兵哀叹：“撼山易，撼岳家
军难。”绍兴十年（1140），其在郾城大
捷，驻军朱仙镇（在今开封西南四十五
里），方指日渡河，谁知高宗、秦桧一日
之间，以十二金牌逼令退兵。岳飞愤惋
泣下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其时南
宋与金再次议和，金都元帅宗弼（兀术）
修书与秦桧云：“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
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高宗与
秦桧主和，坚持抗金的岳飞命运，便可想
而知。果然，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1）
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后又被罗织罪
名而下大理寺。先是岳飞部将张宪被诬
谋反，秦桧乘此欲诛岳飞，乃送岳飞父子
于大理狱。在狱成之初，太傅醴泉观使
韩世宗闻此讯而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
辞：“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诬
以‘造反’事），其事体莫须有。”世宗怫
然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韩世宗固争之，然而无济于事。难怪
史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使飞得志，则
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果然，岳
飞被高宗赐死，岳云张宪被斩于都市，时在十二月癸巳。

此日是何日？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辛
酉年大年之除夕。但于此日相对应的公历，却不是绍兴
十一年对应之 1141 年，而是 1142 年 1 月 27 日。而有的
书籍，对此却因阴历阳历而混淆，将其错置于 1141 年。
如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听毛泽东讲史》，在《宋史述要》中
说：“岳飞（1103-1141 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
省）人，自应募从军后，屡建战功，逐渐建成一支坚强的
队伍，因而民间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佳话
……1141年冬，宋高宗早已罢免了韩世宗等抗金将领的
军权，现在又按照金的要求，杀害了岳飞。”

同样的错误，还出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代文
选》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中，人民教育出
版社的《古代散文选》中，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唐宋名
家词选（龙榆生编选）》中，还出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11月出版的《中国历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
初级中学教科书）第二册中，中有云：“1141 年，宋高宗
解除岳飞、韩世宗等人的兵权，秦桧还指示爪牙诬陷岳
飞，以谋反罪名杀害了他。”

这些错误，就是混在了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阴历）
上。在此两相参照的纪年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阴
历）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份的某一天，就是公元纪年（阳
历）的 12月 31日。所以每年阴历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应该到了公元纪年的下一年。

如 2019年 12月 31日，就是己亥年的十二月初六，故
十二月初七，已是 2020 年元旦了。又如《明史·世宗本
纪》：“（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己未，帝不预，十二月庚
子大渐，自西苑还乾清宫，是日崩。”嘉靖四十五年，对应
的是公元 1567年，但该年的十二
月庚子，却是 1568年 1月 23日。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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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与吴清源的“棋缘”

提起段祺瑞，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十
恶不赦的军阀，尤其是“三一八惨案”中对爱国学
生的镇压，将他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
而，历史上的段祺瑞要远比这复杂得多。段祺瑞是
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风云人物，他是袁世
凯的亲信、北洋军阀的领导人、中国第一所现代化
军事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总办（校长）、中
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段
祺瑞一生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
长、一任国家元首，1924-1928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
政。段祺瑞有一个雅号曰“六不总理”：不抽、不喝、
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
旗”的年代以及每况愈下的世风下，显得是多么不
合时宜。在当时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
此从这个侧面也说明了段祺瑞其人的品行。段祺瑞
性硬，甘贫乐道，晚年自号“正道老人”。“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人曾想尽各种办法，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
织傀儡政府，但都遭到段祺瑞的严词拒绝。单从爱
国这一点说，段祺瑞还是有一些风骨的。

段祺瑞一生最大的嗜好是下围棋，晚年尤甚，因
此他的府邸也就成了著名的“围棋俱乐部”。当时中
国有名的围棋手顾水如、刘棣槐、王凤岚等人都成了
段府的“门客”，一天到晚陪段祺瑞下棋，段祺瑞对门
下的这些棋手们也是礼遇有加。段祺瑞通常采取两
种方式来吸引、聚集那些围棋高手：一是让他们挂名
虚职、支付干薪，二是下棋时给予大量奖金。此外，
还有其他奖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正是因此，段祺
瑞门下一时围棋高手云集，他自己也洋洋得意。

当时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位“围棋天才”——吴清
源。吴清源祖上是名门望族，后来家道中落，举家

迁居北京，吴清源依靠下棋养
活家人。吴清源早年就在围棋
上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有“围棋

神童”之誉。11岁那年，经人介
绍，吴清源进入段府，陪段祺瑞下
棋。段祺瑞当时承诺每月资助吴
清源大洋一百块。一百块大洋是
个什么概念呢？据同时代鲁迅日
记记载，十来个人下一顿馆子，整
整一大桌饭菜，所需也不过是大
洋一块五。由此可见，一百块大
洋在当时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呢。这对于生活困顿中的吴清源
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此前的那些棋手们顾忌到
段祺瑞的总理身份，下棋时都让
着他，谁也不敢赢他，说穿了就
是陪段祺瑞过过手瘾。这样一
来，就让段祺瑞产生了一个错
觉，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围棋
高手”，棋力具有国手水准。基

于此，起初段祺瑞压根就没有把吴清源放在眼里，
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乳臭未干的穷小
子。段祺瑞下棋出手快且狠，先声夺人，往往置人
于死地。吴清源很快就看出段祺瑞的破绽，于是
他以柔克刚、绵里藏针，三下五除二就赢了段祺
瑞。堂堂总理竟输给一个毛头小子，这让段祺瑞
实在下不了台。段祺瑞脸上挂不住，既羞且怒，但
又不好发作，气得躲在屋里半天不出来，早饭都没
吃。也活该段祺瑞倒霉，偏偏遇到吴清源这么一
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第二天一大早，
吴清源又主动登门，找到段祺瑞理直气壮地说：

“100块大洋，你答应给我的学费，还没给！”段祺瑞
自知理亏，尽管他也心疼 100块大洋，但最后还是
如数给了吴清源，只是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找吴清
源下棋了。段祺瑞说到底还是一个君子，尽管他
内心不畅快，但他还是信守诺言，此前答应给吴
清源的“学费”，每月按时提供，从未拖欠。后来，
段祺瑞又资助这位少年天才前往日本留学，这才
有了后来的“棋圣”吴清源。

吴清源对于段祺瑞的这一系列义举自然是心
知肚明、心存感激。1936年，段祺瑞的生命步入倒
计时。这一年，吴清源已经在日本围棋界声名鹊
起，且已站稳脚跟，得知段祺瑞可能不久于人世，
吴清源特意从日本赶回，去医院探望了段祺瑞。
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下野”，人生黯淡，先前围在
他周围的那些人也早已作鸟兽散。人老多情，此
时病榻上的段祺瑞望着年轻的吴清源激动地留下
了眼泪。

那天，这两个昔日对手再度“手谈”了一局。结果
是一胜一负，不用说“输”的人自然是吴清源。经过人
世的风雨和锤炼，此时的吴清源已不再是那个不谙世
事的莽撞少年了，相反，他已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不
易，既学会了感恩，也学会了慈悲。 □史飞翔往 事

语林指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