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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杀》

前言

引子  谍杀之谜    太行山是个谜。    这不仅是山的神奇和阴阳错落的造化，在生与死、阳与阴之间隐藏
着什么法则，更多的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岁月里，太行山是八路军抗击日军的战场。那里驻扎有八路
军总部；还有关于日军别动队秘密袭击八路军总部的一页页历史。还有许多至今没有披露的关于日军
暗杀和屠杀许多八路军人和太行山村民的秘密。多少年来，我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和部队作家，
在不断地翻阅了大量史料后，发现，在袭击八路军总部这段历史上有个小空白。偶然一次机会，我
从1945年日本的一份发黄的报纸上看到一则300多字的简讯：    冈村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秘密进行
，别动队袭击了隐蔽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代号“毒蛇”受特高课之令，绝密暗杀八路军01号，可惜
晚了半个小时，行动失败⋯⋯    这是个谜，是个隐藏了60多年的谜。    当年，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指
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战等诸多战役。抗日战争中，英勇的八路军在正面战场直接击毙的日
军最高级别将领——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长、“名将之花”、中将阿部规秀。这一壮举是由当时年
仅18岁的李二喜创造的。阿部规秀被击毙后，日军曾指使特工人员潜入部队附近，企图报复李二喜。
一天晚上，一名日本特工突然用枪逼住李二喜，想活捉他。李二喜机智地用脚挑起泥土，趁其双眼迷
蒙之际用拳击落并捡起对方手枪，方才脱险。随后，晋察冀军区召开军民大会，聂荣臻特意奖励李二
喜一把手枪。日军特工刺杀李二喜不成，特高课长井村鸟石秘密接受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冈村宁
次“C号作战计划”的其中一项绝令——刺杀八路军001号⋯⋯    太行山谜中之谜，似乎永远隐藏着
“C号作战计划”的秘密，还有特高课实施的刺杀秘密。一直以来，无法从一些档案中解密，也无法
找到当年的日军指挥官。我曾接触过一些还活着的八路军总部的人，还有那些八路军高级将领的遗孀
和亲属，的确有过那一段不愿提起的伤心故事，和那一页沾满血渍的历史。2010年5月，我放下手头工
作，沿着太行山寻找隐藏在那里的故事。我常想，太行山的神韵太深，有太多的神秘和传奇，靠文字
很难去挖掘。也许，真的要和大山亲密接触，去叩拜，去感应⋯⋯    寻找太行山的过程是艰辛的，不
仅仅靠体力和毅力，更要靠一种信念。那种感觉，像是一种潜在的精神。记得小时候，父亲就说过一
段话：在太行山打日本，靠的就是双脚和胆量。把日军引进太行山，然后跟捉迷藏似的把他们消灭。
这话，埋藏我心里很久，我始终觉得那是一场战争故事。    当我与画家驱车来到太行山下的一个河南
小村时，竟以为到了目的地呢，接待我的村长却说：“天色已晚，先住下，明早再上山。”画家怕我
着急，连忙解释：“我们刚到太行山脚下，如果要翻过海拔2000米的山峰，短距离40公里，山崖峭壁
太危险；要绕山边走，最少走70公里，山顶上就是山西的村庄，是著名的抱犊村。”    当我行走在大
山的峡谷中，晨雾像飘逸在眼前的纱丝，若有若无地缠绕周身，从宁静的间隙缝里，能听到来自丛林
的鸟鸣，那一刻，我沉浸在山灵的生命中。我拨雾登高，尽量使自己的心能静些再静些，试图寻找一
个真实的太行山。渐渐地，我的眼睛被阵阵红光闪动，瞬间的感悟，那些飘摇的白纱隐退在山的深渊
，我仿佛感应着大山的神韵和呼吸。回头寻觅红光闪烁的天际，早晨的太阳从峭崖的背影射出了光源
，在与晨雾交融时，透过流动的山岚，形成了峡谷重峰的一道生命画卷。    我听山下的农民说过关于
天梯的故事。1942年5月6日这天，由13个装备精良的日军组成的别动队，想从峡谷翻越万丈峭壁的一
线天，攻打在铜家岭的八路军总部，可是走到悬崖边没有路可上。日军在崖石上逐一开凿，形成了通
往顶峰的天梯。山顶上是与世隔绝的、唯一的抱犊村，老村民王富发现有日军开石上山，便迅速拿起
猎枪带领20多个村民，在天梯崖口阻击，用石块和猎枪打击日军。身处悬崖的日军像被吊在空中一样
，无法还击，更无法攀登，只有挨打的份。村民们围阻战斗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全歼了这个日军别动
队。为此，抱犊村名扬抗战区，英雄民兵王富的名字与太行山天梯峡谷连在了一起⋯⋯我看到的是几
公里的雨丝纱筛，仿佛把天上云和雾抖落而下，透过太阳光的折射，漫天珍珠般的水飘轻舞在山野之
间，似形似语，宛如吟叹着山的心曲，在这大山深处听到的是山与天的交响。那音符来自丛林崖壁，
是鸟的啼叫，还是杜鹃啼血，那一刻，我看到的有一簇红色，是山花点缀在山崖；这时，我听到了男
人豪壮的呼叫，在天梯间有一个黑黝黝的汉子边喊边迎来。画家说：“来接我们的是抱犊村的村长王
健康，他爷爷就是王富⋯⋯”    “就是在天梯上消灭13个鬼子的王富！”我兴奋地说，“50多年后，
我能和他孙子相遇在天梯栈道，这应该有故事可寻。”    我见到王健康的第一眼，就发现他是太行山
真正的山里人，他的脚板很宽大，眼睛和眉宇中浸透着山的灵气。我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直言称，能
爬上来的人，一定是看山的。我说不是看山，是寻山，寻找山里的故事。他点点头，便带我攀上天梯
峭崖的山石口，用山西话说了句：“这里是战场！”    虽说是战场，但被山林覆盖着，天梯已被修复
，通往一线天的路依然险峻。我寻找着曾经抗日的那片山岩，用心在感受着时空交织的枪声，还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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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杀》

众抗击的呼啸声，用灵魂在追逐着抗日的那一个个场面。这里有什么呢？我寻觅着，山峰沉寂着，没
有翻开那页历史；迷蒙中我差点摔到崖下，双手却紧紧地抓住了一棵百年古树根。在惊魂之余，我真
实地看见了一颗子弹头还留在树根杈处，那是一颗子弹，半截露在外面，已经有了丝丝锈斑。我试图
用手拔，发现它已融入了树根，成为一体。我忽然觉得大山在震动，有一声声的呼喊，由近而远，渐
渐淡去⋯⋯    太行山里的生命是永恒的，它不仅仅是抗日的战场，还是山神之魂。    在一块巨大的山
石前，我和王健康盘腿而坐，在天梯前，我想听他讲爷爷的故事。他说，小时候，爷爷就带他到过铜
家岭山里，说过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故事。那年5月，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八
路军总部，其中一个别动小分队攀登天梯直插总部，爷爷在顽强阻击日军的同时，派出了一名年仅17
岁的村姑香妹从后山悬崖赶到杨家岭送信，香妹躲过日军的封锁终于把口信送到了八路军总部，警卫
团及时护送总部首长转移。可是，香妹在回村的山路上被日军追了一天，追到山崖沟边上，香妹跳下
了万丈悬崖⋯⋯    村里的人都知道关于香妹送信的传奇故事，有人每年在太行山崖沟边采摘野菊花祭
拜；也有不少人寻找香妹跳崖的准确崖沟，以立碑纪念；村里的人都说，香妹就在邻村，甚至在邻村
的邻村⋯⋯太行山的确有无数个17岁的村姑参与了抗战，也给八路军送过无数的情报。香妹，永远与
太行山脉的灵魂融为一体，她就是山魂。    我在悬崖的天梯攀登，脚下系着飞渡的白云，头上盘着天
宇的霞光，而深刻印在眼前的却是太行山大自然的水墨画，岩层相嵌的是血肉般的生命。我俯身而听
，听到了太行山心脏的跳声，是那样清晰有力。当我攀上天梯看到抱犊村，这里竟然是太行山的又一
山顶之峰，山野之间已经盛开了朵朵山菊花，有金黄色的、淡黄色的，也有白色的，它们相融一体，
形成了一簇簇太行山特有的色彩。这色彩是任何画家也无法描绘的，它自然纯粹，包含着山的神韵。
这时，我发现在山村的正前方，是一座奇异的孤崖，其形状像一个人。村里人都说是太行山的一座佛
像，因此，人们总在孤崖前烧上一炷香，寄予敬仰之情。    我久久地仰望那座孤崖，我看清了，那分
明是一个身背钢枪的八路军战士，一个天然雕塑在太行山之峰的战士。敬仰的心，使我把一捧捧山菊
花献在战士的身边，那一瞬间我听到了来自太行山深谷里的军号声。真的，那军号声断断续续，回荡
在群山之中⋯⋯    翻过抱犊村的又一座座山野，我依旧伴着军号声在寻找太行山！    许多天后，我终
于从一位90岁的老村民杨庆生那里听到了关于日军血洗铜家岭，袭击八路军总部⋯⋯    站在太行山脉
，我望着铜家岭，望着八路总部的那一间间民房小院，眼前飘浮的山岚雾霭，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那个
抗日烽火的岁月。    故事还是从1942年5月讲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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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杀》

内容概要

《谍杀:中共对日军反间谍大较量》包括了：八路军总部有特务、“毒蛇行动”、刺杀神枪手李大喜、
益子挺进队、特高课内的八路军电台、真真假假、铜家岭惨案、刺杀彭德怀、超级杀人猎手、营救行
动、破译特务代码、排查内奸、代号“蝴蝶”、两个“小香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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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沉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一级作家大校军衔。

    著名的探险作家，曾化装成渔民深入海盗窟探密108天 五年海上探索海盗经历，成为我国研究海盗
的专家有关海盗的作品《黑色马六甲》、《国际海盗001》成为独家的畅销书。

    主要作品有：《黑色马六甲》（获全国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女人四十》（获全军文艺大奖一
等奖第一名）、《死亡之窟》、《女刑警》、《三个女人的秘密》、《罗布泊迷阵》、《梅雨季节》
等8部；话剧《北京无冬天》、《桃花源记》；电视连续剧《录相带》、《三个女人的秘密》、《紧
急大追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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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铜家岭是个半坡的村庄，东西方向连着起伏的山脉，地形复杂。南北是荒野、峡沟和不间断
的树林，连接着村庄外的一户户。八路军总部虽说地盘不算大，但相连的院落房屋零星交错。特别是
后勤院落不集中，散住着几百名各类人员，最多的要数文工团的男男女女，有唱歌跳舞的，有写曲拉
弦的，也有画画写字的，等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青年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八路军抗日，
是受八路军欢迎的，可要想弄清楚每个人的来龙去脉也不容易。邱强深知，“百团大战”掀起了全民
抗日的高潮，打击了在华北以及太行山周围的日军。冈村宁次不断部署新方案，仅一年时间，就向各
抗日战区派遣了108名各类型的特工和间谍，并启动了潜伏在八路军总部的间谍，截获八路军的作战情
报，直接向日军特高课发报。因此，邱强把侦听器材安置得很隐蔽，就在陈西祥的一间小屋里，而且
窗门都有护栏。侦听专家李玉文仅用了两分钟就架线开机，随后迅速调整监听旋钮，戴上耳机，一声
声“嘀嘀嗒嗒”的电波从耳机中传出。陈西祥留着平头，又有胡子，看上去就像个炊事班老班长。他
在李玉文监听的过程中，已经溜达到院外，细心观察着周围距离几十米的房前屋后。“怎么样？”邱
强边看手表边着急地问，“方位能确定吗？” 李玉文没吭声，低头调整仪器，脸颊不时地浸出汗水，
他不断地移动耳机。这一系列的动作让邱强预感到什么。已经过了八分钟，可是李玉文依然没有说话
。这时，赵悦民握着手枪大步冲了进来，被邱强一把拉到角落，示意他别惊扰正在监听的李玉文。赵
悦民喘着气小声地报告：“有情况！” 这时，李玉文摘下耳机，失望地说：“奇怪！信号的波段在干
扰后，方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在近距离，现在怎么跑到西南八公里去了呢？有日军高频率电台接
应⋯⋯” “汤团长在西南方向发现一个地下特工站，正带二营在围剿。”赵悦民说， “肯定和我们
内部的特务在呼应！” 李玉文站起来，认真地说：“这叫电台转移。专业说法，内部的特务电台已经
发现我们的跟踪监听而采取的同类转移掩护法。如果西南方向的地下特工被抓获了，就能带出我们内
部的敌台！” 李玉文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按我监听的时间推算，内鬼不会很远，应该还在我们
后院的三套房之内，一百米范围。” 邱强挥动手枪，心里憋着一股怒火，大声说：“搜！就是翻箱倒
柜一定要查出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 院落之间相连，虽说距离不大，但边边角角太乱，还有不少
的农家地窖以及周边的小树林、小山包。邱强带着李玉文在最有可能的后勤院落仔细地搜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可疑的物件和电台。这时，赵悦民开始在文工团的几个住地搜查着，引起了一些青年男女的
不安。不少人私下议论开了：“听说，我们中间有特务，还偷偷发报呢⋯⋯” “我看，有几个人很怪
，整天在院外乱转。”19岁的女文工团员周雨悄悄对队长陈生说，神态有些紧张。周雨是山西平遥人
，天生唱一腔民歌，别看她年龄不大，可是延安鲁艺的老队员了，当年还在延安唱过歌剧呢。陈生是
经过战争岁月的老兵，不仅有文艺特长，还兼文工团的保卫员。对于在文工团内搜查，赵悦民事先与
几位可靠的文工团老队员交过底。陈生听到周雨这么一说，心里不免警觉起来：“哪几个人？你都发
现了什么？ ” 周雨眨着眼睛，带着怀疑的目光说：“你都没注意呀？歌队的黄婴，好几次都往村外
小树林转悠，她手里总是拿着一个花布兜，像是有什么秘密似的 ⋯⋯” “别说了！”陈生打断道，
“别胡猜了！黄婴已经调到保育院了，她会唱歌，专门教那些孩子。” 周雨单纯而固执，依然眨着一
双美丽的大眼睛说：“那干嘛到小树林鬼鬼祟祟的？我两次看到她都是在傍晚，也就是吃晚饭前的那
一段时间。” “也许是散步呗！听说她吃过不少苦⋯⋯” 陈生还没有说完，周雨气冲冲地反问道：
“什么苦？她穿的一些内衣都和别人不一样，有绸缎的。” “咳！听老一点的同志说，黄婴吃过不少
苦，人很有毅力的。”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也说不清！我提醒你，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黄婴可
是李英院长亲自看上调去的。” “我只是说黄婴挺怪，心里肯定有毛病，独自一人乱晃什么呀！”周
雨一脸不高兴，冲着陈生说了一句，“算我瞎说，到此为止！” 陈生望着周雨急躁的背影，想得很多
，心里很乱，文工团的每个男女演员也都有个性，而且谁看上去都让人琢磨不透。他不想文工团出什
么差错，自从延安鲁艺发现文工团隐藏着一名特务被抓后，对文工团影响很大，弄得大家各自防备和
猜疑。对于周雨对黄婴的看法和猜测，陈生摇摇头，并没有向保卫部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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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铭刻在太行山血与火的利剑    (代后记)    当我走进太行山，去寻找当年八路军的故事时，我的心在随之
跳动和触摸。千百里的战场，还有那曾经高度机密的八路军总部遗址，郭家峪、铜家岭、十字岭等等
，都是那么静静地平躺在那里，仿佛是一个饱经战争风雨的老人，又是那么平凡和宁静。谁也看不出
来他们身上的创伤，谁也没有听过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叹息，默默地在太行山下生息不止。郭家峪、
铜家岭和十字岭的山，还是长出了草，长出了树，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山脉纵深之处依然可见被
炮弹炸毁的痕迹，依然可以寻觅到泥土下的那一颗颗子弹，还有那永远难以飘走的战争硝烟。    我寻
找，我在历史长河中涉水寻找；我在当年那片土地上捧着泥土寻找；我在郭家峪和铜家岭遗存的点点
滴滴的村落里，寻找存活的当地老人。于是，我的灵魂，震撼了，随之而去的思想触角，已经触摸到
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是牺牲的千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灵魂和千万个太行山百姓的灵魂
，在呼唤着什么，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这段悲泣长虹震荡山河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故事。这是
封存了半个多世纪，而没有从深处挖掘的人和事，我把心和手插进了那片烽火洗礼的土地，写出了这
段被遗漏的故事。    这里面有逼真的史诗，也有我把纵横交错的人物、事件和时间、地点交织了一起
，写成的情节。请读者不必在意曾经的历史进程。我是个作家，是个八路军后代的军旅作家，我父亲
当年就跟随刘邓，父亲给我讲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我用一颗赤诚的心和一支最朴素的笔，写下了
这部文字，算作我为太行山，为献身的八路军和村民，一个跪拜的铭刻吧！    也许，我相信上帝的一
种情缘和感应，就在我寻找太行山遗落的故事时，金城出版社主任编辑刘小晖给我的邮箱发了个约稿
的信，当我提起这个选题时，小晖立即强烈响应，并提出了她的意见。这也许就是一种默契，是一种
对此类题材的敬意。说心里话，我很喜欢金城出版社，不仅是喜欢金城的名称，更多的是这家出版社
有着光荣的使命感，而且一直坚持出版具有光荣传统的书籍。    小晖更是个责任心十分强的人，她还
为我规定了截稿的时间，只有遵命。我把一些影视剧暂停下来，按时按量地完成了这部书稿。三个月
后，当我太太见到我时，说了一句话：“你脱相了，老了十岁！”    我心里明白，写这部作品，我完
全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岁月，进入了那些父辈们的精神世界里，我整个身心也随之感染。我也希望，读
者朋友读后，多多指正！    沉石    201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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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谍杀:中共对日军反间谍大较量》：首次揭秘封存60年的日军间谍绝密档案1942年八路军总部面临特
大暗杀事件。1945年，年仅18岁的八路军神枪手李二喜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1945年，
日本报纸发表了一则简讯：冈村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秘密进行，别动队袭击了隐藏在太行的八路
军总部，代号“毒蛇”受特高课之令，绝密暗杀八路军01号⋯⋯这是一个隐藏了60多年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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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刚开始看的时候还很感兴趣，可是越看下去疑问越大。这段历史是真的吗？这到底是纪实还是戏
说呢？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时期的有关历史。有了结论以后再来评价。
2、太好看了，我想买多几本送人，可惜库存还不够
3、一本小说书而已。
4、是个好故事，但作为小说，有点简单
5、没有预想的好，但也算可以。
6、从网上看了部分章节，很有些不过瘾，所以下网即顺手买了这本书，然后花了一下午看完了。情
节还是那么惊险刺激，让人牵肠挂肚。可能是印刷上的问题，不但字里行间不乏错字、别字，开始还
以为是方言造成的，看多了感觉不像。希望出版方能够仔细校对。情节上感觉有些散，流水般的情节
，感觉刺激完了，没有多少什么值得回味的地方。而且似乎作者还想中性一点儿，表现一下鬼子在战
争中的思乡情节？看的有些乱，说的也有些乱了。
7、书名很玄乎，内容很干瘪。基本史料是正确的，但是写作技巧和手法欠佳，尤其是对话，像是写
作初级水平。
8、通过作者的文笔，将部分历史还原
9、还没看完，题材还可以。
10、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非常感谢沉石先生将其如实反映出来，将来一定是个很受欢迎，上视率很
高的电视剧！
11、书很新，内容吸引人，好书
12、有点啰嗦，不是太喜欢这种类型。
13、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内容，真的不错
14、感觉本书是单纯的叙事性描写，内容还算生动，描写吕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在谍战方面的巅峰较
量。但我认为，本书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好像与事实有出入。1：书中记载阿部规秀中将是被一位
名叫李大喜的八路军神枪手击毙的，但不少史实却说“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
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
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
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负伤约3小时，即7日晚9时50分，中将壮烈死去⋯⋯”，阿部规秀
有没有 在死前几个小时里中过枪。2：书中说在百团大战中129师击毙冈崎大队5000余人，而事实却是
冈崎大队作为一个整编大队，兵力只有500余人，5000余人的编制应该是旅团一级的建制。
另外，书中不少地方有错别字，且错误明显。所以建议大家谨慎购买！！

15、此书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让我感觉到那种民族感，为李二喜这样的人而自豪。
16、战争时期真是艰难 这本书是很棒的一本反特小说 真实 悬疑
17、送货速度很快,书的包装也很好,跟书店看到的一样,刚开始看,还不错,喜欢.
18、首先是在网上看了点这本书的章节，决定购买此书，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很精彩。
19、首次揭秘了封存60年的日军间谍绝密档案：主要内容讲述的是八路军总部1942年面临的那一场特
大暗杀八路军001号（彭德怀）事件
20、书中的真实反谍故事，远胜于目前播放的同类电视剧。写作者不深入挖掘生活，就不可能有感人
的故事作品，感谢作者的辛苦劳动。
21、一群平凡的英雄，一段尘封的历史，战争不只是战场上的厮杀，也是在隐蔽战线上的较量
22、首先感谢当当网.我在购买这书的过程是,由于包装的问题,此书在邮的路上丢失了..还好当当网立马
又给我邮过来一本.当时我想这书一定好看,不然我一起订的25本/套书里就只丢了这本书,可是期望最
大//失望也最大.
首先.这本书吹首次揭秘了封存60年的日军间谍绝密档案：主要内容讲述的是八路军总部1942年面临的
那一场特大暗杀八路军001号（彭德怀）事件 等等,我当时以为是图片加内容说明一起间谍绝密档案内
容.看过之后才知**,首先声明.阿部规秀.日本的名将之花,是被我军的迫击炮击中死亡的,并非书中那个叫
什么李大喜的八路军神枪手击毙的.2关于日军益子挺进队的事,也是乱说一起,我建义去看看萨苏 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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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无代价的（《国破山河在》姊妹篇，著名军史作家萨苏最新力作,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总之此书只
能当小说内容看,不能当成史和记实.    书中内容假的太多.杜撰的书.....对此书很是失望,有买**的感觉

23、故弄玄虚，莫名其妙，幼稚得可笑，**了，不该买此书
24、情节离奇曲折，受益匪浅
25、对那段历史还是有深入的了解
26、我不知道这是小说还是纪实，我快看完了，但是还没明白
27、感觉像纪实文学，不过中国人写的纪实文学，能看吗，自我感觉一般。
28、题材挺不错，作者的文字和叙事水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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