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油尖旺区畅运道。 建于1914年， 初期
位于油尖旺区尖沙咀梳利士巴利道 ，
1975年搬迁至现址。 这是1964年的九
龙站。

美国内战即南北战争， 是美国历
史上唯一一次内战， 参战双方为北方
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
战争最终以联邦胜利告终。 战争之初
本为一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 后来
演变为一场为了黑奴自由的新生而战
的革命战争。 卡尔·马克思说， 南北战
争具有极伟大的、 世界历史性的、 进
步的和革命的意义。

■镜头钩沉

向戈壁进军
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群众游行
庆祝《毛选》第五卷发行

南北战争
为黑奴自由新生而战

51年前的
香港九龙火车站

袁殊在上世纪三、 四十
年代身兼中共、 中统、 军统、
日伪、 青红帮五重身份。 他
曾提供德苏开战布署及日军
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
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押长达
27年， 1982年平反出狱 ，
1987年11月26日病逝。

中共史上绝无仅有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创建最
早、 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 卫星发
射中心， 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
天发射场。 这是基地最早的建设者向
基地出发， 参与建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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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五重间谍
袁殊本名袁学易 ， 1911年 4月 ，

出生在湖北。

加入中共 打入中统
1929年， 袁殊到日本留学， 主攻

新闻学。 1931年10月， 袁殊经潘汉年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年20岁。 袁
殊入党后便转入特科工作， 由潘汉年
的得力助手王子春全面协助。 袁殊由
一名对特科工作一窍不通的青年， 迅
速成为掌握各种技巧、 熟练运用各方
人际关系的特工人员。 1932年春， 袁
殊经表兄贾伯涛的介绍， 成功打入中
统， 时年21岁。

成为中统特工的袁殊 ， 进入新
声通讯社担任记者 ， 并得以出席南
京政府记者招待会 。 会间结识驻沪
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 。 岩井英一有
意拉拢袁殊 。 不久之后 ， 这位日本
驻中国的特工头目即每月支付其200
元 “交际费”， 袁殊遂成为一名日方
情报人员， 时年22岁。 1933年至1934
年 ， 袁殊不断将日本人的情况分送
给中共与中统 ， 由于其消息准确 、
及时 ， 令中统头目吴醒亚对其刮目
相看 。 袁殊至此奠定了在中统情报
部门的重要地位 。 同时 ， 由于袁殊
特殊的家庭背景 ， 令中共对其产生
了不信任感 ， 至 1934年底 ， 袁殊已
被私下剔除在中共党员名单之外。

成为第三共产国际特工
1935年初， 袁殊两次来到约定地

点与中共上线联络， 却两次见不着王
子春。 袁殊不得不联系夏衍， 请夏衍
为袁殊转一封信给中共特工科。 夏衍
原先并不同意转信， 因为作为当时中
共驻沪的核心党员， 他已知袁殊被剔
除身份一事， 之后勉为其难地将袁殊
的亲笔信交给特工科负责人蔡叔厚 。
蔡叔厚当时正由中共特工科负责人转
调入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 他
便顺手将袁殊的亲笔信带入了新组
织， 再次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
人。 袁殊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
第三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

同年 ， 爆发 “怪西人案 ”。 军统
特工抓获中共党员关兆南， 再顺藤摸
瓜抓获第三共产国际的陆海防及其白
人上司华尔敦 。 陆海防供出下线人
员， 袁殊及当时著名影星王莹被捕 。
袁晓岚得知儿子被捕， 病重之时去向

陈立夫求情。 碍于陈立夫的面子， 戴
笠对袁殊未予深究。 判刑后发还原籍
湖北省反省院服刑， 袁殊在狱中的日
子竟比狱外还要逍遥舒适。 其间， 袁
晓岚病逝， 作为长子的袁殊还特意回
家扶灵， 过后再回到狱中服刑。

进军统 入青红帮
在狱中， 军统亦对袁殊伸出橄榄

枝。 袁殊否认与陆海防及白人华尔敦
有过联系， 但承认自己为中共服务 ，
希望蒋介石正视抗日事实， 能以民族
大业为重。 中统情报部门与日本驻沪
领事馆均为营救袁殊出了大力 。 同
年， 以 “文化罪” 被判刑二年的袁殊
提前释放。 出狱后， 军统交待袁殊即
刻前去与陈立夫会面， 袁殊拒绝， 直
奔上海。 而此时， 上海中共再无一人
与袁殊联络。 1935年年底， 袁殊通过
党外人士联络到冯雪峰。 冯雪峰劝其
先去中学任教， 休养生息。 袁殊决定
再次赴日留学。 一年后回国。

1937年年初， 回国后袁殊重新归
入中统阵营 。 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
后， 以非中共党员的特工身份继续向
潘汉年提供情报。 同年4月 ， 为加强
自身保护色， 袁殊加入青红帮， 成为
与黄金荣、 杜月笙同辈的 “通” 字辈
兄弟。 同年6月， 戴笠亲自上门会见
袁殊 ， 将其正式纳入军统名下 。 至
此， 袁殊的五重身份 “齐全”， 时年
26岁。

“汉奸” 向中共供情报
“八一三 ” 抗战期间 ， 袁殊化妆

成日本学生， 孤身进入日军营地， 为
中国军队取得大量军事情报。 1937年
11月5日， 上海沦陷。 袁殊被戴笠授
以 “少将” 军衔， 留守上海， 成立特
别行动组， 专门惩办汉奸及侵略者 。
成功捣毁日军在上海虹口的海关仓
库， 行动组受到军统局嘉奖， 袁殊因
此被记大功。 1939年初， 日本特工头
目岩井英一回到上海， 再次将袁殊招
入麾下。 同年6月， 袁殊与潘汉年在
香港会面， 袁殊询问党籍一事， 潘汉
年不置可否。 同年11月， 由袁殊建议

成立的 “兴亚建国运动” 方案正式在
岩进公馆启动， 袁殊利用这一机构掩
护中共驻沪电台， 向延安发回大量情
报。 1941年3月 ， 袁殊接军统秘令接
受日伪 “清乡团团长” 一职。 在充当
“汉奸 ” 的几年中， 袁殊利用职权保
护中共党员， 将他们平安送返延安 ，
使镇江成为中共情报人员转移要道;为
潘汉年办理了特别通行证， 保证其往
来行走安全 。 同年 ， 派助手叶德铭
(潘汉年副手) 利用日军直升机将驻港
中共情报人员送返上海。 期间， 由于
当时形势严峻， 有几次袁殊对中共安
排的任务不甚尽力， 对中共情报人员
避而不见， 直接指挥 “清乡团” 扫荡
“中共江南抗日根据地” 等再次引起
中共怀疑。 同年， 根据日本外务省安
排， 袁殊作为 “兴亚建国运动” 代表
出访日本。 在日期间通过与日本外相
吉野三郎及其他诸位内阁成员谈话 ，
分析出二战期间日军的战略动向： 1、
直接南进东南亚 ， 暂时放弃北进苏
联。 2、 日美谈判破裂 ， 日本欲对美
宣战 。 1941年7月10日 ， 潘汉年将袁
殊发来的情报直接转送延安， 延安再
将情报拍送苏联。 据此情报， 苏联红
军东撤西援， 从根本上保证了斯大林
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击退德军， 扭转
了二战局势。 为此， 苏联红军特意致
电中共表示感谢。 潘汉年也因此情报
的准确及时而备受中共情报部门肯
定。

回到解放区遭军统通缉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袁殊被授

予 “中将” 军衔， 任命为军统直属第
三站站长 。 而袁殊却在私下变卖家
资， 全部所得尽归入中共上海地下党
组织。 1946年年初， 袁殊及其几位部
下 (同属中共地下党 ) 回到解放区 ，
至此， 军统才真正发现其中共党员身
份， 为此发下全国通缉令。 来到延安
后的袁殊， 因其特殊的政治经历， 组
织建议其改名为 “曾达斋”， 定级为
旅级。 1947年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摘自新华网

在粉碎 “四人帮” 后,中共中央决
定编辑出版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
并于1977年4月正式向全国发行， 内容
包括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70篇。
这是群众举行游行， 庆祝 《毛泽东选
集》 第五卷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