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60年代初，陈赓与夫人傅涯回湘乡老家看望乡亲。

陈赓在陕北小河村与彭德怀、贺龙、王震合影。 陈赓(左六)与彭德怀(左三)、邓华(左四)等在朝鲜战场视察阵地。

在1927年4月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人遭

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但是严酷的环境没有推垮共

产党人，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历史的奇

迹。其中，陈赓、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

公原型)、周竹安、吴克坚等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湖湘

籍英雄们， 在黑暗中书写了关于信仰的光明篇章，

为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为纪念建党90周年，追忆

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湖湘籍人士，挖掘更多90年里

的风云故事，“记忆” 特向读者征集相关人物线索、

文章及文献、图片等资料，并推出“不能忘却的记

忆·永不消逝的电波”系列，敬请关注。

联系电话：0731-84329320����QQ群：70706524��

邮箱：sxhsfk@voc.com.cn

登录华声在线： http://ent.voc.com.cn/参与互动。

特 别 征 集

据《文史春秋》2010年第四期介绍，中共特科成立最早的酝酿是在廖仲恺

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口

遇刺身亡，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尤其是亲自参与处理事件的周恩

来，更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并发现能征善战的陈赓是个从事情报保

卫工作的人才。苏策、马京生撰写的《陈赓传》中写道，廖仲恺遇刺后，“周恩来

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作了详细的

搜查，加上访问、追踪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头绪

……他提供给周恩来的材料丰富而翔实。周恩来看着这些材料，扬起浓眉高兴

地说：‘嘿，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陈赓、蒋先云等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知

道后仍劝他跟着自己。依陈赓的特殊条件，投奔国民党不愁没有高官厚禄，他

却退出国民党，离开黄埔。9月25日，党中央派顾顺章、陈赓等前往苏联学习特

工工作。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葳学习暴动、劫牢以

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陈赓学习刻苦，成绩相当优异。

翌年2月陈赓回国后，担任北伐军唐生智第八军特务营长，后只身随周恩

来赶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时任营长的陈赓在战斗中腿部中了三枪，虽然逃

脱了敌人的搜捕，但与组织失去联系，流落香港。1927年10月中旬，陈赓拖着带

伤的腿，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初到上海，他找到时任党中央的交通员王根英

(陈赓之妻)。在她的帮助下，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安排他在上海最著名的

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陈赓的伤腿在行军途中断断续续治疗，虽已接上，却错

位了。按病情，通常的做法是截肢，但陈赓抱着终生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坚决

反对。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宋庆龄的表弟牛惠霖大夫把他的伤腿打断重接，终

于保住了这条左腿。

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红队”的基础上组建行动

科和专门打探敌人情报的情报科。当时“红队”主要是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

得了“打狗队”的名称。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行动科即由他组建。1928年春，25岁

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化名“王庸”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同时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

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

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王庸

先生”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

会地痞均有往来，他和上海特务头子、与青帮头子杜月笙交朋友，和英法租界巡捕房头目周旋，多次

使地下工作化险为夷。有一次，地下党的同志包了一家戏园子开会，不料被敌人发现，将其围得水泄

不通。陈赓自告奋勇帮敌人把守关口，将许多同志放走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下令通缉陈赓，英国

巡捕房连忙去请“王庸先生”协助抓陈赓，这就是“陈赓抓陈赓”的著名故事。 (下转C15版)

苏联“契卡”受训 伤腿打断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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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在上海。

陈赓在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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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国民党的作战厅长给我们送情报”

创造红色特工传奇的陈赓大将

永不消逝的电波

·

1903年，陈赓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解甲归田的

湘军将领家庭，不满十四岁就弃笔从戎，做了一名

湘军士兵。 后离开湘军进入粤汉铁路湘局当办事

员， 并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1922年参加

中国共产党，1923年考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

武学校，次年5月转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第二次

东征时救过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曾给

陈赓写下批语：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

耐劳，可以带兵。这条批语至今还陈列在黄埔军校

博物馆。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蒋介石对他青睐有

加，他却为了马克思主义信念抛弃高官厚禄，转战

大半个中国。军旅生涯四十余载，他负伤六次，四次

重伤， 日寇和蒋军放毒气他身先士卒六次中毒。新

中国成立后他领到西南军区第一号残废军人证。陈

赓还打败过日、美、法等军事强国，是抗美援朝的副

总司令、胡志明亲自点将的抗法援越总指挥。陈赓

还创建了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出大批军队高

级科技人才。

其实，陈赓还是中共建立情报网、开展秘密斗

争的开拓者之一，创造了红色特工的传奇。无论是

同魔鬼打交道的地下战线， 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沙

场，他都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中共中央在陈赓的悼

词中称他是卓越的军事天才。

陈赓在大西南检阅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