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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是个什么科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

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

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

呕心沥血半个世纪。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

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

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

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

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

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

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

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

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

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

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 11月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

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

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

“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

任务一不准”：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

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惩

处叛徒，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同

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

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

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

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

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

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

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

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

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

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党的

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中央特科

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豪密”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

创始人。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

建立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李强自

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

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

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

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

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

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

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

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

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 9月，周恩来在上海举办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制

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

为“豪密”，邓颖超是第一个译电员。

1931年 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

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

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

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

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

无线电通信工作，沟通中共中央和各

地党组织电讯联系，有力配合正面战

场。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

重大意义。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飞速发

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及时同

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上海弄堂里神出鬼没的“胡公”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

从事秘密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

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

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

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

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的冷

静和机智从容应对，积累起更加丰富的

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

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

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

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

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周恩来

把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点至7点

和晚上7点之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

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

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马路，多穿小弄

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

周恩来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

留起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

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

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拟俄文密报急发斯大林
二战期间，阎宝航经周恩来亲自

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他

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

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

周恩来得此报告后，马上作出此情报

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了不耽误时

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

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

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

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

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周恩来

的领导下，在收到若干份分析预测性情

报信息的基础上，潘汉年从一位留港要

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

的估计，于是当机立断向延安总部发出

“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

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

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得苏军

能提前24小时进入战争状态。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

党中央报告所获取的战略情报：日本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

南进而不是北进。苏联在获取此类情

报信息基础上，才下决心从东线防御

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阎宝航还侦获日本王牌关东军在

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

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

番号人数等。周恩来立即令南方局拍

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得1945

年 8月 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

骥、势如破竹地突破关东军经营十几

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

基地做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

中共情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

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立下了

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

了重大贡献。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1933年，28

岁的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留下这句

遗言后，从容走向刑场。她被枪决的直接原因，是她

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策反了看守所班长，使之成为传

递情报和信息的“红色信使”。她的牺牲，让更多的

人看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走上革命的道路。

黄励，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贫民家

庭。1924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10月，黄励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

1931年10月，黄励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党组织安排她担任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

共党团书记，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

命同志，救济烈士和被捕同志的家属。为营救被捕

的同志，黄励想方设法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联

系社会知名人士，聘请有正义感的律师，组织和动员

群众请愿，向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使许

多被捕同志获释出狱。

淞沪抗战期间，黄励积极参与组织沪西日本纱

厂女工罢工和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1932年，黄励

被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冬任中共江苏省

委组织部部长，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参与领导重建

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1933年4月25日，因叛徒出卖，黄励被捕，两天后，

被作为“要犯”急速押往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看守所，黄励争分夺秒，为革命做工作。她给

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鼓舞大家的

斗志。她还把革命宣传工作做到了看守身上，向看

守们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

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经过黄励的不断引导教育，

看守所班长张良诚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张良诚

暗中传递消息、信件，汇报某些人的叛变行为，成为

狱中“红色信使”。

不久，张良诚暴露，宪兵司令谷正伦大发雷霆：

“共产党的赤化竟做到我的心脏里来了，这还了得！”

张良诚案使敌人惊恐万分。他们对黄励又恨又怕，

感到不除掉黄励，劝降他人的工作就难以奏效。为

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

黄励知道自己即将牺牲，抓紧将狱中的最新情

况写出来，通过秘密渠道传给陈赓。当难友们问她

个人情况时，她依然谈笑自若，拍着脑袋幽默地说：

“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

在开往雨花台刑场的囚车里，黄励对押送的宪

兵做了最后一次宣传：“你们都是穷苦人，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

你们杀了很多共产党、革命者，能杀得完吗？越杀革

命者越多，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黄励把囚车变成了宣传车，用生命实现了自己

的誓言：“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

最后一秒钟！”慷慨就义时，她年仅28岁。

■ 宋廷军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周恩来在西柏坡。（资料照片）

周恩来：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黄励：狱中“红色信使”28岁慷慨就义

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得很明白：“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

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而周恩来就是以超凡的仁义才智，成为我党隐秘战线斗争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

创建了中央特科，同时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创始人。 ■ 虢安仁 据《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