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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前言

1980年12月18日傍晚，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不过，您
不许激动。”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兴奋：“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激动。”
只见她背在后面的手里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您看！这是什么？”“哦！港澳通行证。”卡片
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港澳通行证”五个字。这么说，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政府已经批准了
。我不由得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不是做梦吧？30多年了，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我
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此刻，往日的情景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
记得那是1949年10月间，蒋介石逃台之前，特意下命令给我，要我“站住脚跟，守住云南”。为了让
我表示“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他还要我将一家老少一个不剩地都用飞机送往香港。临送走她们
之前，白发苍苍的老母哭着不肯上飞机，要和我一起留下，我只好把她老人家抱上飞机；年轻温柔的
妻子扑在我怀里，泣不成声，依依不合；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听说坐飞机走，高兴得拍手直跳，但在我
把他们一个个抱上飞机时，他们见我不和他们一起走，就搂着我的脖子娇声娇气地说：“爸爸，你可
快来啊！⋯⋯”事隔30多年了！老母已经过世。儿女均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妻子在迫不得已的情
况下也已改嫁他人。但往日的恩爱之情、骨肉之亲却是终身难忘的啊！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
当面向他们道歉，求得亲人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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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内容概要

《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是由沈醉口述、其女沈美娟整理的往事回忆录，描述了沈醉从1949年在云
南起义到1980年30年间的曲折境遇。他的身份由军统少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到战犯，再到起义将领
、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多少惊涛骇浪、命运沉浮都在他诙谐幽默的谈笑间淡作一缕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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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作者简介

沈醉（1914－1996），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
处长。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1949年12月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时任保密局云南
站站长。1960年被人民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
起义将领，后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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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书籍目录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押迁重庆，一波三折春风化雨，开始认罪真诚相待，接受改造战犯所内，趣事连
篇劳动改造，净化心灵首批特赦，榜上无名改恶从善，终获新生总理教诲，没齿难忘爱妻别抱，五内
俱焚政府关照，温暖如春自由天地，冤家路宽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旧地重游，感愧万千西北参观，心
悦诚服风云突变，不祥之兆“文革”初期，溥仪病故“宾客”盈门，要写材料二度入狱，重返秦城无
中生有，疲劳轰炸旧敌新友，情同手足单身牢房，度日如年总理逝世，山河同悲揪出罪魁，中国得救
香港探亲，共叙天伦“苦海无边”，岸在北京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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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章节摘录

插图：身陷囹圄，反感抵触1949年12月10日，我签字起义后，以为很快将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然
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
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第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
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表了李弥和余程
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电，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
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
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
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
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
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
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
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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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让我很受感动，看后我一夜没有睡好，像沈醉这样的人在思想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真不容易。
　　——丁玲检点生平痛不禁，情真意切撼人深，是今非昨肝肠见，折铁男儿自有心。　　——臧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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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编辑推荐

《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懊悔录。一个忏悔灵魂，血淋淋的自白。150万的畅销
记录等待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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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精彩短评

1、了解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挺好的，2月10日下单。13日收到！
2、书是正版，质量很好，送货及时，会继续购买
3、沈醉的书看起来都很愉快，八卦永远是好看的。
4、《我这三十年》，沈醉自述从云南被捕到文革后香港探亲的这一段人生故事，虽然免不了那个时
代烙印的文风，但还算流畅，也能看到一些有趣的小细节，比如在刚被抓起来那几年，沈醉还能写出
“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这样有人味的诗，再后来就都是“”领导英明，辉煌建设，历
史创新页⋯⋯加深改造，早入建设行列⋯⋯“这种老干部体的东西了，比如功德林里各路政治改造犯
，比如沈醉很自得的——在秦城监狱抵死不承认当年在上海认识江青，最后总算逃过一劫等。
5、一看就是被俘人员写的，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牢狱生活感悟风格类似。毕竟是一手资料，
很好的表现了自己的心理，值得一读。
6、另一个角度了解军统和党的统战政策，不错！
7、买给家人的，应该不错
8、帮朋友买的  没看过 不过听说不错
9、很好，以前看过这次专门买了再看，回来全家都看呢
10、解放后的30年，有歌功颂德，但更有真心悔过。
11、书可以，就是侧面有脚印！！！
12、书皮都是破的，发货的人呀，快递也够强，货放在马路对过的理发店了！电话也不打一个，害得
我费了一大把话费！
13、原来沈醉这么了不起啊
14、刚收到，还没看，包装很精致
15、 “新版的《我这三十年》” 
16、老爸点名要的书 质量不错  比实体书店便宜好多  老爸夸我会过日子具体对内容的评价等我爹看完
了再说啊
17、本书不错，只看了第一本，感觉作者写的很详实
18、口述历史
19、民国八卦宝典阿～
20、还没读，但是看到包装印刷都挺好。
21、大概是我读的第一本传记，了解一段无从经历的岁月
22、看来沈罪的文笔很一般啊
23、一口气买了四本他的
24、这本书是沈醉回忆其自解放49年至1980年这段30年左右的历史。应该说比他解放前的经历要稍稍"
逊色"些，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全书有近一半的篇幅描述文革前的经历，主要是在战犯
管理所及秦城监狱。由于政策执行的到位，沈醉的狱中经历可说是我党贯彻对敌俘虏政策很有代表性
的典范。虽然文中多次提到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对政府感恩戴德的心历，看多了有些说教的感觉，但
再一想，也难怪，如他这样的人生经历过解放前的社会官场，尤其是在军统那样的组织中领导工作，
对比解放后肯定是非常巨大的对比。感叹他这一生没白过。有趣的是，在回忆文革那段时，谈到被提
审关于蓝萍的过程，始终用某某来代替王光美/刘少奇，这书是09年出版的，不知为何涉及到次还要那
么隐晦。另一个要提的是，书中有不少沈醉自己作的韵诗，虽谈不上绝品，但出自一个武夫而且是没
有很高的学历（其18岁就加入军统），不得不说不容易。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博士什么的也没有几个能
作出如此的小诗了。沈醉虽不是职业作家，即使此书是由其女代写整理，但整本书很简洁，叙事很流
畅，就如一幅白描的画般，看起来很轻松，即使所属内容是那么不平凡。
25、这本书是沈醉口述、其女整理成书的。讲述了自49年到80年间沈醉的曲折经历。多少惊涛骇浪、
命运沉浮都在他的谈笑间淡做尘烟。书很好很新。
26、真情流露吧。
27、书不错，就是物流太让人不满意
28、从特务到政协委员，太能混了
29、三本都写的很朴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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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30、二十五年前哥哥送我这本书，当时觉得非常好看，印象非常深刻。再版再买再看，感触良多，通
篇都是粉饰太平和标榜自我的文字，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
31、名人之作，值得一读
32、当当买书，物美价廉，赞一个
33、读沈醉的书，让我们知道历史，非常好
34、真实的
35、了解了不晓得的一些历史
36、就是有点上纲上线，带了比较多的自我批评色彩，历史真实还原不够
37、新的版本收藏了，内容更增加更多东西就好了，作者对我党还是比较维护哈。
38、比起《我的特务生涯》，意思差一点，但是也很不错。尤其是关于思路变化的一段，可以看出中
国共产党在做统战工作方面的过人之处，只是能容敌人却容不下自己的同志，让人扼腕
39、不少歌颂我党的内容啊
40、两根手指可做几十次俯卧撑的军统少将----时代风云下个人命运的诡测
41、一如既往的好，值得一读
42、一直想看，质量不错
43、我这三十年 人鬼之间
44、第一遍读时，觉得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写的，或者说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被迫写的东西，没有什么
意义。看了书评又去翻了下，发现文革那一段确实是方显老辣，书里写的平淡，但字里行间也可以感
觉到一些东西⋯军统，沈醉，没那么简单。
45、看了《我的特务生涯》，思路很清晰，人物关系介绍得很清楚，叙述很生动，觉得很好，所以决
定接着读
46、书写得不错，一口气读完了。质量也好
47、没有他们的经历略难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唯独文革那段真是令人唏嘘，联系之前他们游历江
南的时候的感慨，对比两次监狱的待遇，文革真的是太过分。
48、系统内人士感想记录类文章写作指南，哈哈！
49、以前看过，记忆犹新，现在是重温，还不错。
50、沈醉还是很了不起的，看完后很感慨
51、人生.命运
52、很好我很喜欢，书质量还可以
53、沈醉的经典之作。值得品读。
54、很吸引人的一本书,更全面地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值得一看!
55、我自己都忘记了我是怎么知道有个叫沈醉的人，但却读了他有三大本的回忆录。《沈醉回忆录》
虽是三本，但只有《我的特务生涯》和《我这三十年》这两本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第三本《人鬼之
间》不过是对《我这三十年》的补充，虽然写的还不算坏，但确实没有多少新意，完全可以不读。
    沈醉何许人？应该有不少的人和我一样对他毫无所知。他出身于1914年，1932年初，还在长沙读初
中的沈醉和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潮被开除。之后来到上海，跟随姐夫加入军统，并很快得到戴笠的赏
识，28岁就当上了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1949年担任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卢汉起义时被
扣，被迫起义。劳改十年后被特赦，一年后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文革后又被关押五年，直到文革
结束，1996年病逝于北京。
    与沈醉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数不胜数，与那些传奇豪杰相比，沈醉是不值一提的。但仅以人生而论，
这位28岁的少将处长也自有一些酸甜苦辣，非普通人可以体会到的。
    沈醉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家庭，或许是在十年囹圄之后，他自己感觉愧对父老，所以不愿提及。沈
醉怀着革命的热情加入了军统，很快得到了戴笠的赏识。但他没有细说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戴笠才对
他另眼相看的。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能入戴笠法眼的没点真刀真枪的战绩是不可能的。沈醉偶尔提
到一两个实例也是点到为止，不过可以估计得到，心狠手辣的事一定没少做。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提这
些也是情有可原。沈醉提及自己的初恋情人——白云，也有不少点到为止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这本
书是沈醉口述，其女儿代笔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沈醉写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亲爱的党是要看的，所
以不便写的细致。
    在《我的特务生涯》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少年得志，处事老道又心狠手辣的孝顺青年。虽然很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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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录》

西都没有写的深入，但基本上可以感受到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这种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与前不久热
播的电视剧《潜伏》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可惜这是回忆录，不是小说，没有那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感
。
    还是在这本书中，我还看到了沈处长对戴局长的深厚感情，对戴局长的知遇之恩，沈处长是终此一
生没有忘记的。国民党不仅是党内派系林立，就在外面看来铁桶一般的军统局也是小山头林立的。特
别是在戴笠死后，更是全蛇出洞，各凭毒辣。沈处长虽然在郑介民、毛人凤之后都保住了处长大位，
但他在戴笠之后始终未能成为当家人的心腹，相反由于他的资格过老、根基过深、人又年轻能干，反
而成为当家人的大患。最终沦落为云南站的站长。卢汉一起义，沈站长也就成了阶下囚。
    《我这三十年》写的是沈醉成为阶下囚、普通国民、政协文史专员的生活。这本书中有许多好玩的
小故事，特别是与他同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故事。但这些都只是一些小故事，读者读的好玩，作
者也只是写的好玩罢了。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歌颂党的政策，以及对自己往事的深刻忏悔。只是
歌颂的过于热烈，忏悔的也过于深刻，一切都显的有些言不由衷。这不怪我们的沈专员，我们身边这
样的歌颂和忏悔还少吗？比沈专员歌颂的还要热烈，忏悔的还要深刻的文字比比皆是。为沈专员可悲
！为这个时代的人可悲！
    读完这三本回忆录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压抑。相比当特务的压抑，做文史专员的压抑更大。很难
想象一个人成天到晚生活在一个弄坏一根缝纫针头都害怕的写检查，结果因为看守没有追究，而感恩
戴德。这样的生活有什么自由和乐趣可言？我记得读《李宗仁回忆录》时，仿佛看到李代总统在大洋
彼岸面对作者指点江山，想骂谁骂谁，想爱谁爱谁的自在。再看看我们的沈专员，说话的分寸，下笔
的轻重无一不拿捏的恰到好处。相比大上海的快意恩仇，皇城北京的步步谨慎，我们的沈专员的“三
十年”是怎么过的呀。
    回忆录的第三步《人鬼之间》写的是唐生明、卢汉、杜聿明、溥仪、徐远举、张国焘、周佛海几位
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细节。我们的历史是如何书写这些人的，沈专员就是如何书写的。只是他知道的
更详细，只是一些补充，而不涉及评论。
    我憧憬着春风得意时沈处长的快意人生，我也同情着沈专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后三十年。不仅
是沈醉，沈醉的狱友杜聿明、溥仪、宋希濂等等战犯之所以能成为政协文史专员，无非是我们想要从
另一个视角了解历史，但我们想要的是这样的历史吗？是对自己的歌颂和让对手忏悔的历史吗？可悲
的回忆录！可悲的历史！
56、虽然有人说沈醉很可怜，为了活命，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歌颂一切，但我觉得他对周总理的
感情是真挚的，这也许是所有国民党战犯对周总理的感情吧。关于该书，请放心去买，详情请见我对
《我的特务生涯》的评论。
57、不错
58、文笔一般，类似日记或流水账
59、很实惠，比书店划算
60、罗罗嗦嗦的流水帐，乍一看还以为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文革期间秦城监狱一段方见其老辣，
重要的事件皆被选择性的遗忘，也许沈醉这本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让人遗忘他。
61、很喜欢了解这段历史。
62、沈先生的回忆录，比较真实
63、通过这书了解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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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沈醉的前半生，一心一意抬老大的轿子，抬得不错；沈醉的后半生，在恶劣的环境中隐忍，且贵
人得助，最终争取到了善终。沈醉有没有罪？有的，如果站在49年以后成立的新中国政府的立场。沈
醉有没有罪？没有，如果站在49年去了台湾的那个ROC的立场。当你在宇宙的真空中面向太阳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令你无法睁眼无法忍受的光、热；可当你转过身去，光热消失了，你感受到的会是一片
懵懂的阴暗。上午看了个帖子，说的是方志敏的十军团，在离开中央根据地试图找到新的立足点的过
程中，绑架了一对外国传教士夫妇，索票不成（赎金两万元），最后撕票。方志敏有没有罪？其实这
个世界就是如此，没有所谓的绝对平等、绝对清白、绝对正确、绝对善良、绝对伟大、绝对万岁...。
尽管无数的人试图去寻找、去追求绝对的正确、绝对的善良....，数千年过去了，世界依然是光明与黑
暗并存，美好与邪恶比肩——正如我此前已写过，这不仅是这个地球的运行规律，这也是这个宇宙的
运行规律。回过头来说说沈醉，绝对的少年得志，不是一般的得志，30岁不到就当了将军，呵呵，不
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否明白上述这些道理？一定不明白，因为如果他明白，他就会改行，或
者他就不会那么极端的做出诸多事情，或者他就会象太多的骑墙派那样，两面讨好，给自己留好后路
。年轻时代的沈醉，可以想象得出他那不可一世的面目。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忠诚，他才尽力执着，
他才敢于舍命——戴笠也才喜欢他，所以毛人凤也才会让他去了昆明，呵呵，前任的红人继任者会如
何对待？沈醉实在是算命好的，好些人被关到老了才放出来（前一段时间看过网上一新闻，说一50年
代入狱的反革命，最近才放了出来，都老得快不行了）；或者好些人尽管没被关起来，可却没存活得
过那荒唐的20几年。沈醉在书中也发表了他的诧异，明明就是忠党（CCP）爱国（PRC）的，却也如
他这个前军统特务一样被关了起来，真是奇大怪哉！沈醉的这个回忆录，谈不上文学造诣，也没有什
么独特思想，为人处世的世故圆滑倒是有那么一些些。看了，消磨时间，没啥大收获；不看，不可惜
，也没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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