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行山上的秘密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太行山上的秘密战》

13位ISBN编号：9787546131801

10位ISBN编号：7546131804

出版时间：2012-10-1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戴玉刚

页数：38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太行山上的秘密战》

内容概要

《太行山上的秘密战》是本报记者戴玉刚广泛深入走访有关人员，实地调查9省103县市区，查阅相关
档案2800余份，积累采访笔记100余万字，经过潜心研究历史事实，成就的又一精品力作。该书以八路
军情报侦察工作为主线，真实系统地反映了从1940年10月八路军在晋东南建立第一个情报组，到1945
年12月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撤销，这段历史时期内我党我军在太行区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全书分60个
篇章，以事件述历史，以史实传人物，首次揭秘了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史；首次揭秘了太行山
上中共与日伪、与国民党之间的谍报战；首次揭秘了当年上千名地下工作者的对敌斗争史，具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被列入八路军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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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长治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兼《上党晚报》社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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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
”。可见在他的心中，这两种斗争形式具有等量齐观的作用。可长久以来，关于公开战争的研究是显
学，著作浩繁，汗牛充栋，单是近几年就有诸如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巨著问世
；隐蔽战线方面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影视小说倒是有一些，比如电视剧《潜伏》《暗算》等等，小说
作品也有几部，但这毕竟是艺术演绎，当不得真，这方面的研究性著作还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山西在
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这和革命老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戴玉刚先生的新作在某种程度上填
补了这个空白，《太行山上的秘密战》“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在太行山区隐蔽战
线斗争的有关情况，是研究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沈少星语）。中国革命的成功
，隐蔽战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本书用详实的史料，生动的细节将隐蔽战线的幕后英雄一个一个
推到读者面前，用铁的事实说明了成功的必然性。他们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八路军特工李德成为了
通过敌军卡哨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用石块一连敲下自己四颗门牙，很快腮腺发炎，肿胀起来
，面部狰狞，得以成功闯关。李新农为联络国民党27军范汉杰部通过国民党防区时，遭遇了五次冷枪
警告，临危不乱。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机智敏捷，中共特工当中有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相当一大
部分还在德国，日本，苏联留过洋，上层关系广，接受新事物快，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翘楚。上文提到
的李新农随机应变，与27军预备8师师长陈孝强谈古诗，重演了苏轼与老僧“茶，上茶，上好茶”的典
故。他们能够创造性的执行党的政策，书中很大篇幅描写的打入伪军内部的张鸿烈，在日本投降后策
动自己掌握的部队投奔八路军，在动员机会上，他说：愿意走的走，本县人送路费50元，外地人100元
。大部同意，只有一个天津籍士兵刘德五会打快板，担心八路养不了家而选择回家。八路军的优待俘
虏政策颇有成效，太行第四军分区的日军俘虏宫川英男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掩护八路军首长的战斗
中，和日军白刃格斗，战死。本书用严肃的态度描写己方，也用客观的眼光剖析了敌人。敌人是凶横
残暴的，更是狡猾多端的。在真实的战争里，日本军人并不像娱乐化抗战剧里表现的仿佛是纸糊的，
我方跑的比子弹还快，那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先烈们的不敬。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不但是三
光政策的始作俑者，更是采取非常阴险的洗脑政策，日伪军带着电影队、演出队、医疗队到乡下送医
疗，送文化，访贫问暖。日军甚至还给老百姓分发米面和花花绿绿的宣传品，用食品引诱青壮年上场
和日军打篮球比赛。日伪军离开村庄前和八路军一样，家家水缸满，场院净。这些政策在当时确实迷
惑了不少人，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日寇的阴谋并不能长久，人民的支持永远是我党隐蔽工作成功
的坚强后盾，书中的很多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1943年东，冀南二分区司令员吴诚忠和爱人丁莹
星赴太行学习途径北阳，因丁莹星孕期临产不得以滞留该村，敌人严刑拷打群众，村民无一吐露口实
，村民范承如被敌人杀害。对于国民党，本书也采用了相当客观的态度，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官兵浴血
抗战的感人事迹。晋绥军66师196旅姜玉贞部守军5000余人死守原平10天，全军除送大白水的伤兵百人
外全部壮烈殉国。国民党暂三师防守河南林县的断崖山时，一部军人誓死不降，全部跳崖牺牲。但这
并不是国民党军的全部，书中的一些篇章看似闲笔，却道出了其军队散漫的军纪。李新农在山西陵
川27军军部小住时，碰上日机轰炸，有位军官说一位“重要人物”被炸死，他连忙起立致哀，后来才
知道是这是当地和27军很多军官有染的一个美女“状元花”。一方面是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却有
人贪图女色军纪败坏，这样的队伍怎能不败？虽然是史学著作，可作者并没有板起脸来一本正经，而
是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让隐蔽战线的历史细节活灵活现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几乎是信手拈来：比如如何通过家属来做工作，八路军情报人
员王百评为争取安阳地方势力头目王自全的信任，委托妻子刘建华住进了王自全的公馆，刘时常把太
行山上的土特产带给王的两位太太，还主动帮助王自全上初中的女儿复习功课，感动得王自全的二太
太翠花多次拍胸脯保证：“刘大姐的人身安全我包下来了！”。比如如何争取情报，送出太原城防图
的张全僖，出生于晋商之家，1946年在阎锡山督军府西侧，府西街18号，开设了“谦益信”自信车行
，作为中共909情报机构的据点。张全僖通过修理绥靖公署上校侍从参谋张光曙的自行车和其建立联系
，满足其抽大烟的爱好，张光曙利用家中的万分之一太原地图，然后亲自搜集了工事情报，绘制了太
原城防图。作者不厌其烦的讲述这些历史细节，详加勾勒，正充分说明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让历史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我党的高级干部对于隐蔽战线的贡献，该书用很多篇幅做了交代，
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彭德怀是举世闻名的高级将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对隐蔽战线也有独特
的贡献。张鸿烈（八路军潜伏在伪军的干部）率队外出讨伐时，让伪军自带干粮，到村里不许喝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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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水。彭德怀得知后严厉批评，说当汉奸就要有个汉奸样子。做地下工作，有时也要办几件坏事，
取信于敌人。彭德怀本人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故事颇有传奇色彩。国民党潜伏在八路军总部
麻田的刘三柱选了颇有姿色的梅芳执行暗杀彭德怀的任务，梅芳得知彭的警卫王满星有个远房表姐，
就以王的名义诓骗其来辽县探亲，途中梅芳设计与其巧遇了解全部情况后将其杀害，冒充表姐投靠了
王满星，色诱成功拉王下水，王不忍下手，后开枪自杀。被誉为“军神”的刘伯承，也曾亲自指导了
八路军台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的一系列工作。书写历史的首要问题是真实，众所周知，我党很多隐蔽
战线工作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批斗，有的甚至被屈杀。对于这些问题，
作者并没有回避或者粉饰，而是实事求是予以反映。阎锡山的特务特务头子梁化之试图软化策反我党
的高级特工项本立，项借机逃出，梁阴险的将妻女礼送回来，从此项不被组织信任。一些被争取到革
命阵营的同志，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1938年8月，皇协军第一师师长黄宇宙在河南水治乘日军检阅
防务之机率部起义，当场击毙日本将校军官16人，俘虏日本军官32人，震惊世界。国共争相礼遇，同
时授予其中将军衔，后却先后将其投入监狱。该书对于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做了全面的描述，资料不
仅非常丰富、完整和系统，记述了八路军的五级情报网，从八路军的最高情报机关——前总情报处开
始，依次到师部情报处、二级军区情报处、各军分区情报处、县级情报处，每一级情报处的机构设置
、隶属关系、变更情况都非常详细，各个情报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简历也都非常详细。难能可贵
的是，本书有开阔的视野，对军统在晋东南以及日军在华北的特务组织和活动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在列举史料的同时，作者也搜集了许多历史细节，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对于特工的训练“一旦锁定
，立即封闭在麻田村附近”“不与外界接触”“进行化妆培训”“根据出去工作的需要选择衣料样式
”，还需要“仿制各种证件”；在《没有什么不可以利用的》一章里，详细描述了我党如何安排人员
参加会道门组织，在其中发展党员，建立地下组织为革命所用的情况。该书除了可作为严肃的历史著
作来读以外，作为休闲参考性质的阅读也未尝不可。喜欢看电视剧《亮剑》的朋友，可以在书中发现
不少与影视作品桥段类似的细节。比如32团团长宗书阁原属皇协军营长，1939年率全营600多人起义，
而政委李震是清华大学新闻系毕业，看到此处，是不是觉得《亮剑》里的赵刚有史实基础？再如，日
军益子挺进队1942年大年三十在祁县大德兴饭庄聚餐时，前总特务团参谋刘满河为首的暗杀队化妆进
入，将用餐的挺进队全歼，是不是很像《亮剑》里的李云龙和楚云飞以及和尚去赴日本人宴会的情节
？该书资料性故事性交汇在一起，有些章节有章回小说的神韵，人物跃然纸上。例如豫北八办主任王
百评和老牌特工苏鸿栢对王自全（土匪出身，匪性十足，3000人枪，控制安阳一带500多个村子）、吴
守正（河南白莲坡煤矿矿警队队长）的争取叙述的绘声绘色，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看完后不禁拍手
叫绝。该书所面对的史实历史久远，隐蔽战线的特点又决定了当事人不愿意讲不能讲或者没有来得及
讲，这类研究比一般历史研究更有难度，作者难免会有疏漏，该书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其一：某些史
料的来源没有注解，不知作者是否经过严谨考证。如“冈村宁次的祖上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明亡后
徐家流落日本。”。其二，某些章节的叙述或许是因为史料不足而留有疑点。比如《暗杀小组剑指“
长治专员”》一章中，赵国顺作为国民党的特务，当时负责侦查的共产党干部就对其行事风格提出了
很多疑点，文章对这些疑点作了详细的交代，但是结尾却只是说太行公安对其进行了逮捕，这些疑点
如何解释文章并没有交代。当然，瑕不掩瑜，这是一部十分用心十二分用力的作品，作者“深入地走
访有关人员，实地调查9省103县市区，查阅相关档案2800余份，认真整理了采访笔记100余万字”“历
时十年，终于定稿”。几个月来，我一字一句慢慢读，圈圈点点，有时还回头看，越看越有味道，越
看越感觉出该书的分量。史家可作重要参考，小说家可在此材料上开掘小说题材，又是一条路子，成
一的《白银谷》不就是在搜集了很多晋商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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