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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了。 但是， 有的抗战老兵没有能够看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庆
典。 有的抗战老兵的故事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只是“一滴水”， 就是这样的“一滴水”， 汇成了滚
滚洪流，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1922年， 山东掖县西由镇的徐鹏
远在黑龙江省黑河兴建了振边酒厂 。
这是一家当时的大型现代化制酒工厂。
但是， 好景不长， 没生产多久， 1933
年1月25日， 日本侵略军的中村支队协
同伪黑河省陆军骑兵3旅侵入黑河。 黑
河成为日军的统治占领区。 中苏边境
贸易停止， 振边酒厂停产。

利用懂日语优势
与日本人周旋

徐 鹏 远 的 儿 子 徐 日 晓 （ 1907 -
1950） 和徐日明 （1904-1969） 受过
高等教育， 精通日语、 俄语。 徐日晓
利用懂日语的优势与日本人周旋。 振
边酒厂在日本人的强压与胁迫下， 不
得已在1938年恢复生产， 开始生产工
业酒精。 为了消极怠工， 徐日晓指挥
的工厂生产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

日军侵入黑河后， 在黑河建立了
伪黑河省。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 日
寇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苏联， 日本关东
军将伪满洲国与苏联为邻的边界， 根
据自然条件、 战略地位等因素划分为
东部正面 、 东北部正面 、 北部正面 、
西部正面4个战区。 其中黑河属北部正
面战区。 他们在黑河驻有大量的日本
关东军， 建有师团、 旅团。 关东军针
对苏军阵地情况在满苏边境构筑了14
个国境阵地， 其中黑河就有4个。 关东
军在伪黑河省还修筑了大量的各种军
事设施。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黑河建
立了特务机关、 关东军宪兵队等一些
军、 警、 宪、 特机关。 除上述活动外，

日本关东军还在边境线上进行了频繁
的派遣和情报活动。 苏联也针锋相对
地进行了反派遣与反情报斗争。 许多
正义的中国人为了推翻日本帝国主义
在东北的统治， 也参加到这场反派遣、
反情报的斗争中， 成为抗日地下工作
者。 黑河因其特殊战略地位， 成为红
色特工出入国境的聚散地。

任苏联远东国际情报局
黑河情报组副组长

苏联从事情报工作的是苏军总参
情报部领导下的第三国际情报组中国
指挥部。 黑河的红色特工人员即在这
个组织领导之下。 自1932年始， 徐日
晓就在胡宇翔领导的苏联远东国际情
报局下属的黑河情报组任副组长。 萨
哈亮餐厅是日寇伪满北部防卫军高级
将领经常交际聚会的地方， 它是徐日
晓刺探日本情报的重要场所之一。 萨
哈亮餐厅是1941年由黑河特务机关主
任中森涤七一手筹建的。 特务机关开
办这一餐厅的主要目的是向苏联进行
各种反苏宣传活动。 如： 每年秋季在
黑龙江边举行一次焰火晚会， 同时在
萨哈亮餐厅举行招待伪满北部防卫军
高级将领的宴会。 特务机关就是利用
这些活动来宣传日伪统治下的伪满洲
国的虚假繁荣， 以达到涣散民心、 动
摇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信心的目的。 而
另一方面， 特务机关还利用此一餐厅
为据点作为派遣特务和接头地。 徐日
晓就是利用与日本合办振边酒厂的身
份作掩护和与日本特务机关主任中森

涤七相熟的机会， 冒着生命危险经常
出入萨哈亮餐厅， 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搜集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在黑河的军事、
政治的重要情报， 报告给苏军远东情
报局。

多次以“合法” 身份
获重要情报保护上级领导

徐日晓还多次以他的 “合法” 身
份作掩护， 利用和与日本特务机关的
特殊关系， 冒险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
并从中多次保护了他的上级领导胡宇
翔。

1937年的一天， 日本宪兵队闯入
了胡宇翔的家———胡桂林诊所 （这个
诊所是胡宇翔的养父胡桂林开的）， 气
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队分队长木村德芳，
搜查了诊所的每一个角落。 幸运的是，
早在日本宪兵队搜查之前， 胡宇翔就
接到了徐日晓的秘密情报， 先行转移
了所有的情报材料。 就这样， 胡宇翔
多次在危机时刻躲过日本人的抓捕 ，
让这名在中国生活的日耳曼人， 在日
本特务机关眼中有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胡宇翔手下的得
力干将———徐日晓， 竟然是日本情报
机关的红人。 正是由于徐日晓传送的
重要情报， 胡宇翔才多次躲过日本人
的追捕。

1945年8月8日零时， 苏联宣布对
日作战。 ８月９日清晨， 苏联的军用飞
机越过黑龙江， 向黑河飞机场、 火车
站扫射， 隔岸的苏军炮兵阵地向日军
军事目标准确攻击， 日伪机关一片慌

乱。 苏联红军越过黑龙江， 以摧枯拉
朽之势攻入黑河。 苏联红军对城区内
的每个日本据点和军事设施， 掌握得
十分清晰。 他们专炸小鬼子和敌伪特
务的据点 ， 老百姓的住宅丝毫不动 。
他们以消防楼的葫芦着火为标记， 苏
军看到消防楼的葫芦着火， 就开炮攻
打黑河。 这样就避免了黑河与苏军人
员的不必要的损伤和牺牲。 这些地理
位置和信号的重要情报都是胡宇翔和
徐日晓他们这些情报人员在危险之中
提供给苏军的。

日本投降后， 苏军对黑河实行了
军事管制， 黑河苏军司令部召集各界
知名人士成立了临时治安维持会。 原
伪满黑河街长何绍先为会长， 而由于
徐日晓与苏军的特殊关系， 他被任为
副会长 （当时徐日晓的苏联情报人员
的身份还未公开）。 这一时期我党干部
还未进入黑河， 这是一个以敌伪时期
黑河上层统治分子为主体组织起来的
临时过渡政权机关。

成立人民民主政权
出任黑河治安维持会副主席

1945年11月中旬， 以王肃为首的
我党干部进驻黑河， 开辟黑瑷根据地。
根据省政府命令， 成立了黑河第一个
人民民主政权———黑河地区行政办事
处， 徐日晓的上级胡宇翔为办事处主
任， 李冷斋为办事处副主任。 同时接
管了黑河治安维持会与县政府。

黑河人民在我党干部领导下， 革
命力量得到了蓬勃发展。 后来根据苏
军司令部的要求， 黑河地工委于1946
年2月13日决定将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
与瑷珲县政府合并， 改为黑河治安维
持会， 并临时委任肖敬若为主席， 徐
日晓、 傅广义为副主席。

由于听信苏军司令部个别人的不
实之词， 徐日晓的上级胡宇翔被错杀。
胡宇翔牺牲后 ， 苏军也将撤回国内 ，
至此就没有人清楚或证明徐日晓是苏
联情报人员的真实身份。 他在黑河人
的眼里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特务。
恰在此时， 黑河为掀起土改高潮欲逮
捕、 镇压一批日伪残渣余孽。 从这以
后， 徐日晓就永远地消失于黑河人的
视线，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徐日
晓走后振边酒厂由深知他的堂哥徐日
明 （1904-1969） 接替管理 ， 继续为
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徐日晓是我的四爷爷。 据我所知，
徐日晓在公开场合一直都没有对家人
提起过他在黑河的真实身份。 徐日晓
离开黑河后是被苏联红军秘密用飞机
送到哈尔滨， 再后来他回到了关内的
徐家， 1950年在天津去世， 年仅43岁。
他以神秘人物的身份遗憾地离开了黑
河， 带着他的辉煌与秘密走了， 却给
黑河留下了永远的不解之谜与遐想。

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特殊关系
被骂汉奸竟是苏联情报人员
□北京市机械局技术开发所 徐大湧

我的四爷爷徐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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