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13位ISBN编号：9787801363022

10位ISBN编号：7801363027

出版时间：1999-1-1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熊向晖

页数：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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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内容概要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ISBN：9787801363022，作者：熊向晖著

Page 2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者简介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1919年4月生，安徽省凤阳县人。
    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服务”，从事
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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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书籍目录

一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二 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三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四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五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秦――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六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
七 “乒乓外交”史话
八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九 1976：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先生――兼析《1975：演唱唐诗宋词之谜》
十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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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精彩短评

1、没有图片的书，比较闷燥的啦。
2、字里行间
3、熊先生无疑是个人才。英俊潇洒，左右逢源，尤其是临机应变的能力，使得他在情报和外交战线
上脱颖而出。读他的自传，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份非常事业的执著和付出。他是幸运的，因为经历
的时局是辞旧迎新，百年罕遇。他是幸运的，这期间风云际会，人物辈出。能于此中得到“相当于几
个师”的评价，可见时势固然造英雄，英雄也许朝乾夕惕，方能弄潮。
4、看了本书，对于共党为何可以击败国党有了更多的了解。
5、熊向晖同志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掌握过硬的本领才能干好革命，为人民服务！！
6、评论标题：
    单世联：“地下”与“地上”——读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7、国共无间道
8、为了买这本书，在淘宝上被恶意欺骗了，还是在当当购书好，价格便宜速度又快！
9、閑棋冷子
10、情报部分好看一些，外交部分50%有还算精彩。

11、可能别人引用该书内容太多,可能我看这本书太晚,总之大部分内容都很熟悉
12、我的读书笔记：援引《外交史资料》1992年第11期刊载我写的《关于中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接
触》一文中关于第一次接触中的两段：“杜威廉作为中介人参加，他首先介绍中，美方代表见面。美
方人员主动趋前与我方人员握手。
熊向晖披露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从未听到过“周恩来要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而被
杜勒斯拒绝的传说”也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一传说和议论 周恩来是经过莫洛托夫的介绍才和艾登握手的
。他没有也绝不会不经介绍，贸然要同素不相识并敌视我国的杜勒斯握手。那可以认为尼克松访华时
在云梯上先握手只是表示热情吗？那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宣传说了谎
13、了解一下现在无法经历的生活。
14、先讲了一个故事，再澄清了很多误解
15、不错的一本书，让我领受到不少真实的、有益的教诲！
16、他们那一代人大多喜欢，有关政治和纪实的书，他说这本书也很好看。
17、我读到的最为严谨的回忆录。
18、周恩来确实伟大而且眼光富有远见，其中布置作者潜伏的第三句话完全震撼了我，总是说周总理
不卑不亢，或者我们总是被教育要不卑不亢，但是周总理的话，直接改变了我现在对人生和业务的最
新看法。就凭这个，就是一本好书。作者在他的情报和外交生涯中，受周总理教诲良多，我看了亦为
感慨，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19、老一辈人物中写的最好的回忆录.真实,连贯,合理,可信.

20、　　熊向晖，安徽凤阳人，1936年入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奉周恩来之命，至国民党胡宗南部
卧底，任胡机要秘书。1947年后受胡宗南保荐，赴美国留学，学成归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
职，可谓学有所用。从1949年到1983年，亲历多桩重要历史事件，如日内瓦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
”案件调查、尼克松访华、重返联合国等。1983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副董事
长、党组书记。
　　
　　十二年无间道，三十五年外交，这样的人生，也足可谓传奇了。1991年他发表《地下十二年与周
恩来》，台湾《传记文学》全文转载，并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十四后的今天读来，许多史实早
已披露，自然没有那么震撼，但仍可发人深思。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便是熊向晖的各种回忆文章的集录。熊的一生，丰富多彩，他又
是有高等学历（硕士）的，知道历史该如何研究，并且笔杠子转得动，文字条理清晰，加以多历外事
，眼界开阔，写来不带腐朽气，故很具可读性。我手里这本，是今年的“增订新版”，用纸、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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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装帧，都颇令人满意。前几日读完后，想着应该写点什么，却有点为难。
　　
　　一则熊氏一生经历实在太多，此书是一个合集，虽然大致有个时间的脉络在内，但仍是以各个事
件为主。这些事件，互相之间直接并不具有必然之联系，每一个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好好研究上一阵，
而有些事件，更超出我评论的能力。
　　
　　二则，更重要的是，熊氏行文，可谓字斟句酌，滴水不漏。我想这跟他的性格与经历都有关系。
从经历上，他早年从事的是九死一生的情报工作，一言不慎，人头落地；后来则从事外交工作，“外
事无小事”，乱放一次炮，便很可能是一场绝大风波。因此，他不能不谨慎。反过来说，他若非生性
严谨，也不能行十二年无间道而稳若泰山。五七年后到文革结束，是中国最动荡的时代，他却基本能
“安然无恙”，固然跟他从事外交工作少在国内，以及受周恩来领导有关，但多少也是性格使然。读
他的文章，有时候感觉是在读史学家治史的文章，严密周到，无可挑剔。其中《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斗争历程》一文，针对《中共党史资料》上一篇有讹误的文章，以史料和亲身经历边驳边述
，读来只觉可信之极。我后来将这篇文章与钱复的一篇回忆文章对照阅读，胜败双方的记录，相去不
远。比较有趣的是，双方都认为美国不是在帮自己，美国可谓里外不是人了。
　　
　　此书自然也有很多细节可玩味。比如《出使墨西哥》一篇，是他的女儿熊蕾所写，就透露出比较
多“不足为人道”的细节。比如开头讲到1972年他任墨西哥大使是意料之外的事，因为1971年毛泽东
讲过要熊仍去英国做大使的，而现在代部长的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则定了他去墨西哥。熊向晖是
周恩来的爱将，姬、乔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一套官面说法，也有一些我们可以私下猜测的想
法。
　　
　　也有一些地方，我以个人的趣味去阅读。比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里，提到两个
香港华裔探员“李福基”、“李洛夫”，后边这个名字觉得很眼熟，就去搜索，原来是吕良伟主演过
的《李洛夫奇案》。有趣的是，在熊的笔下，李洛夫是“国民党特务”，转移了大量不利于国民党的
资料；而在影片里，则是屡破奇案的热血警探。或者两者皆是吧。
　　
　　国内自述的历史，能够写到熊向晖的程度，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不该不满了吧。
　　
　　2005.09.13
21、四平八稳，周恩来参加酒宴那个看得有点囧
22、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
作的人。【龙潭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陈忠经，申健，熊向晖】
23、为了信仰我们究竟要面对什么。
24、我喜欢这本的文风，很舒服。内容也不错，毕竟是自述，既有细节又有全局。推荐一看！
25、全文属于回忆文集，因为是党史出版社的，所以有些内容肯定是有“校正”的，不过书中提及的
事件似乎还是客观的描述的。
26、看老熊演绎传奇,观中国外交风云变幻,好书!!!!!!
27、周恩来是那一代涉外工作者心目的神。
28、从此书侧面了解周恩来！
29、披露了很多新的历史细节，而这是很有意思的，在下以为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细节。
30、　　1、下载地址
　　2、书评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168&amp;id=10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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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精彩书评

1、1、下载地址2、书评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168&amp;id=106214
2、书名很清晰的说明本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情报故事和外交生涯。而且两部分可以说给我的感觉
很不同，第一部分关于熊向晖在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下在国民党中卧底，看起来痛快不已，颇有看
书版的《潜伏》之意，属于叙事性文章。第二部分则是熊向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中的各种考证和回
忆，行文比较严谨，而且通过个人活动，更多的是侧面反映了历史，让我触摸到了那段时期的历史的
面纱，是很独特而且真实的阅读感受。情报生涯中，我觉得熊向晖十分有魅力，他的魅力在于他的机
智、能力还有勇气。不过首先要说周总理果真有识人之明，果断地将下了一步当时看来是闲棋冷子的
棋，而这步棋对将来革命胜利起了很大帮助。一个17岁的清华大学生，入党后接到的任务是到国民党
去潜伏,他也无丝毫胆怯，在胡宗南面试他的时候就表现得出人意表，敢于不落俗套，表现得像个很遵
循中山先生思想而维护和平的热血青年，这一举动，使得胡宗南对他青眼有佳，也让我从刚开始看到
这一部分就击节拍案。往后在胡宗南手下工作，他的表现越来越好，帮助起草各种讲话，胡宗南有什
么事也会询问他的意见。我觉得他能表现的那么好，是和他人描述的一样，有一种真诚的气质，做事
严谨踏实，有勇有才，又怎么会让人怀疑他其实是卧底呢！很多次他通过共产党员向组织报告国民党
情况,让毛主席和周总理轻松知道敌人的状况,这个报告过程熊向晖并没有多提,不过根据《潜伏》中所
演也可以知道，联系过程必然不那么容易，要考虑时间地点，联系的也不能过多过明显，理由要想好
等等，这一点其实我很佩服熊向晖，这么做其实很危险，随时可能暴露身份，随即会有生命危险，但
是他半点不提，有勇有谋。这种联系熊向晖的文中提到过一次，便是作为国民党胡宗南的代表驱车送
周恩来总理，车上就是国民党的人，不便多说，于是总理很官方的说要给胡宗南带点杂志之类的，要
熊向晖去取，然后两人进屋谈话，总理连谈话所耽误的时间都考虑好了借口，让工作人员打包杂志，
并拿出一本，让熊向晖可以装做这段时间边等装杂志边看杂志。很绝很细心，周总理的心细可见一斑
。有的时候事情真的是天注定的，当熊向晖向共产党透露了很多信息而未被发现，不过却被胡宗南推
荐去美国上大学，无法再为毛主席提供情报时，转机来了，胡宗南居然把他叫了回来，告诉他打完这
场仗再走！这真是绝妙的机会，就是这次本该危险的战役，加速了共产党的胜利。他可以轻松知道战
争中最重要的军情，将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在紧张的战争中仍闲庭信步般留在前线指挥，我想这里
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信任熊向晖，信任熊向晖提供的情报。这场战斗，共产党多次消灭胡宗南的一
个个部队，熊向晖将情报职能发挥到了巅峰，看得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怪不得毛主席评价熊向晖一
人能顶几个师呢！后来熊向晖已经在美国读书后，他的真实身份在查抄联系人家时暴露，不过这时候
已经晚了，熊向晖已经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真实身份的暴露让胡宗南气愤不已，但他又不能告诉蒋介
石，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他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提供了那么多情报给共产党,而他却没有发现,这是
莫大的失误,所以为了他自己,他不会提的.果然,最后蒋介石在知道后,撤离的时候竟然因此不想带走胡宗
南,虽然最后被劝服,但是这件事给国民党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反映了熊向晖的情
报生涯之成功。后期的外交生涯的部分占本书的大部分，相比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没有那么有趣，行
文严谨细致，像是史料考究一样，对之前学者等提出的历史细节进行很真实详细的描述，我想，它的
意义不仅仅是记录熊向晖的人生，还从侧面反映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性格、做事风格、处事态度
等。所以读这本书，认识到的不仅是一个人而已。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是周恩来总理。熊向晖
是一个很优秀的中共党员,而两相对比,周恩来比他还优秀数倍。各种角度各种事情各种关系周总理全
能考虑周全。小至墨西哥总理的儿子来华，周总理遗憾自己没安排熊向晖（曾任墨西哥大使）和他见
上一面，总理连这个都想到了，让我很有感触。偏至熊向晖他们申请拆除有孙中山受难室的中国大使
馆，希望重建一个更大更安全的住房供他们使用，可周总理听了，直抓本质，透过经济问题看到了人
文历史方面，孙中山受难室时期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有重要地位，拆毁了就破坏了重要古迹，现在我们
去旅行还能看到这个地方，周总理居功至伟。著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其实就源于一句
周恩来的指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运动员们去比赛时遵循了周恩来的话，友好的对待其他国家
的队员，展现给了世界中国运动员的技术和大气，也为将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对
大局的掌控性和对人心的体察都很厉害。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关于周总理的故事是，周恩来受胡宗
南邀请来参加聚会，胡宗南下的指令是众人尽量把周恩来灌醉，在周恩来到来后，熊向晖暗中提醒他
。有趣的是周恩来知道这事后的应变，他先以说自己为蒋介石的健康干杯，也请大家为毛主席的健康
而干杯，这一句堵住了众人劝酒的嘴，成功逃过一杯酒；后来男人来敬酒，他抓住敬酒词里面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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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和胡宗南“不谈政治”的话，提出对方谈政治，犯了忌该罚，又逃过一杯酒。女人来敬酒，请他替
没到场的夫人邓颖超喝时，他说颖超不会在中国人民为吃饱而努力的时候喝这样好的酒，用与民同苦
成功逃过本该难缠的女人们的敬酒，这一段本书中也是叙述，但是因为周恩来的理由很恰当，思想很
迅速，导致关于这一段的文字显得十分精彩，体现了周总理的机智所在。周总理还有许许多多的精彩
的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他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和高瞻远瞩的大局观。当本书描述到
最后，说总理得了癌症还不告诉大家，坚持工作。众人都期待能见到总理，关心他的身体。我真的舍
不得看到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奉献给了人民，在病痛时候，通过认真工作来
分散疼痛的注意力，这样的总理让我很心疼，这就是我们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说完了周总理，还有一
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中国艰难的联合国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在联合国的本该是中国而不是
国民党，说得容易，做起来真难！ 从投票就可以看出，刚开始投将中国问题看作重要问题的赞成票就
远远大于反对票（称为重要问题的提案需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增加了通过难度），而投中国进入
联合国，国民党离开联合国的反对票就远远大于赞成票很多国家怕得罪美国，不得不反对中国进联合
国或者干脆弃权，苏联在以后和中国关系恶劣，不继续帮助中国提案，外界因素如斯，联合国之路无
比艰辛。最终能以高票迎回中国，是无数努力换来的，是万分重要的战果。周总理一改往日的温文尔
雅，多次态度强硬的向联合国发电文，要求驱逐国民党的席位，要求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他知道在
这方面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中国人守住了自己的权益。《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文中，还有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珍贵史实资料，看了这本书，我对这些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有了新的了解，对现在
已有的一切有了新的看法。现在拥有的，是以前渴望拥有的，是以前通过莫大努力拥有的，这是这本
书告诉我的。
3、熊向晖，安徽凤阳人，1936年入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奉周恩来之命，至国民党胡宗南部卧底，
任胡机要秘书。1947年后受胡宗南保荐，赴美国留学，学成归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任职，可
谓学有所用。从1949年到1983年，亲历多桩重要历史事件，如日内瓦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调查、尼克松访华、重返联合国等。1983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副董事长、党
组书记。十二年无间道，三十五年外交，这样的人生，也足可谓传奇了。1991年他发表《地下十二年
与周恩来》，台湾《传记文学》全文转载，并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十四后的今天读来，许多史
实早已披露，自然没有那么震撼，但仍可发人深思。《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便是熊向晖的各
种回忆文章的集录。熊的一生，丰富多彩，他又是有高等学历（硕士）的，知道历史该如何研究，并
且笔杠子转得动，文字条理清晰，加以多历外事，眼界开阔，写来不带腐朽气，故很具可读性。我手
里这本，是今年的“增订新版”，用纸、印刷、装帧，都颇令人满意。前几日读完后，想着应该写点
什么，却有点为难。一则熊氏一生经历实在太多，此书是一个合集，虽然大致有个时间的脉络在内，
但仍是以各个事件为主。这些事件，互相之间直接并不具有必然之联系，每一个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好
好研究上一阵，而有些事件，更超出我评论的能力。二则，更重要的是，熊氏行文，可谓字斟句酌，
滴水不漏。我想这跟他的性格与经历都有关系。从经历上，他早年从事的是九死一生的情报工作，一
言不慎，人头落地；后来则从事外交工作，“外事无小事”，乱放一次炮，便很可能是一场绝大风波
。因此，他不能不谨慎。反过来说，他若非生性严谨，也不能行十二年无间道而稳若泰山。五七年后
到文革结束，是中国最动荡的时代，他却基本能“安然无恙”，固然跟他从事外交工作少在国内，以
及受周恩来领导有关，但多少也是性格使然。读他的文章，有时候感觉是在读史学家治史的文章，严
密周到，无可挑剔。其中《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历程》一文，针对《中共党史资料》上
一篇有讹误的文章，以史料和亲身经历边驳边述，读来只觉可信之极。我后来将这篇文章与钱复的一
篇回忆文章对照阅读，胜败双方的记录，相去不远。比较有趣的是，双方都认为美国不是在帮自己，
美国可谓里外不是人了。此书自然也有很多细节可玩味。比如《出使墨西哥》一篇，是他的女儿熊蕾
所写，就透露出比较多“不足为人道”的细节。比如开头讲到1972年他任墨西哥大使是意料之外的事
，因为1971年毛泽东讲过要熊仍去英国做大使的，而现在代部长的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则定了他
去墨西哥。熊向晖是周恩来的爱将，姬、乔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一套官面说法，也有一些我
们可以私下猜测的想法。也有一些地方，我以个人的趣味去阅读。比如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真相》里，提到两个香港华裔探员“李福基”、“李洛夫”，后边这个名字觉得很眼熟，就去搜索，
原来是吕良伟主演过的《李洛夫奇案》。有趣的是，在熊的笔下，李洛夫是“国民党特务”，转移了
大量不利于国民党的资料；而在影片里，则是屡破奇案的热血警探。或者两者皆是吧。国内自述的历
史，能够写到熊向晖的程度，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不该不满了吧。200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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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的笔记-第107页

        援引《外交史资料》1992年第11期刊载我写的《关于中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接触》一文中关于
第一次接触中的两段：“杜威廉作为中介人参加，他首先介绍中，美方代表见面。美方人员主动趋前
与我方人员握手。

2、《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的笔记-第102页

        熊向晖披露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从未听到过“周恩来要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
而被杜勒斯拒绝的传说”也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一传说和议论
周恩来是经过莫洛托夫的介绍才和艾登握手的。他没有也绝不会不经介绍，贸然要同素不相识并敌视
我国的杜勒斯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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