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恽代英影响下参加革命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于浙
江省上虞县。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
中医。陈养山在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
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他到汉口
市一家钱庄做学徒。

1919年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各种
思潮风起云涌。陈养山怀抱“实业救国”和

“教育救国”的理想，认真学习钱庄业务，并
积极利用零碎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使陈养山认
识到反抗旧秩序的可能性和意义。1924年
初，陈养山接触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革命理论吸引，遂
与志同道合的店员同事组成学习小组。在
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陈养山尤其喜欢
恽代英的文章，就写信给恽代英，谈自己读
书学习的体会与困惑。恽代英很快给陈养山
寄了明信片，并约其到家中会面。对此，
陈养山曾回忆说，“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从上
午 10时许，一直到下午 4时，会谈持续了 6
个多小时”“当时我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代
英同志，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记忆最深
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
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
到解放”。这次会谈深深地影响了陈养山，在
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奠定了其终身革
命的思想基础。此后，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
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同年 10月，陈养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并于 1925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 4月底，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
南派陈养山送密信到上海团中央。从此，陈
养山开始迈入革命生涯。

掩护贺龙

1925年5月，陈养山抵达上海，恽代英安
排其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
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团中央派陈养山
赴湖北武汉工作，因熟人太多，秘密工作不易
开展，团中央又将其调回上海，在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科长。其
时，广州的进步书刊多由海员工会会员秘密携
带至上海，再从上海邮寄至全国各地。陈养山在
同海员工会会员密切接触中，积累了社会关
系，为此后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
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
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
深刻印象。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到国民党浙江
省党部做统战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陈养山在浙江杭州难以立足，赴上海寻
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接上关系后，他被任命
为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1月，
贺龙秘密来到上海。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
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
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
住所里，1928年1月，陈养山又秘密安排贺龙
等人奔赴湘西。多年以后，贺龙对陈养山的
工作依然赞赏有加。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

时，贺龙谈到情报工作重要性时说：南昌起
义以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具体说
是通过陈养山同志安排，把我隐蔽在上海后
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我亲身体会到，你们
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
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事情报和保卫工
作。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立
党务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当时，上海
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陈养山完成掩护贺龙
的任务后回到浙江上虞。1928年春节后，
因组织农民暴动失败，陈养山潜回上海，住
在鲍君甫家，并在一家报馆谋生。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18 岁赴日本留
学，回国后在日本人办的基督青年会做
事。1925年底，陈养山经人介绍与鲍君甫
认识，且向鲍君甫学习日语。陈养山作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科
长，经常将书报送给鲍君甫。鲍君甫将其
译成日文，所获颇丰，两人遂成好友。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立
后，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和鲍君甫
是老乡，他邀请鲍君甫加入。鲍君甫心里
很矛盾，既想为国民党做事，又不愿得罪共
产党，他便将这种矛盾心理坦诚地告诉
陈养山。据陈养山回忆：“1928 年三四月
间，鲍君甫告诉我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
务调查科（即‘中统’）的总干事杨剑虹，要
他当侦探，做破坏共产党的工作。鲍君甫
想去国民党做官，又想靠拢共产党，问我怎
样才能两全其美？我考虑他是国民党左
派，对我党有一定的同情，可以争取利用。”
于是，陈养山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
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鲍君甫
建立工作关系。

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报告，认
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隐蔽斗
争中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开
展。周恩来指示陈赓了解相关情况。陈赓
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
接着又同陈养山与鲍君甫面谈。陈赓认为
鲍君甫同情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能和中国
共产党朋友融洽相处，可以作为内线。经
过中共中央谨慎考虑，同意鲍君甫为党工
作。为了方便陈赓工作，周恩来将陈养山
调入中央特科，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派中共
党员连德生作为鲍君甫的保镖。

在中央特科的协助下，鲍君甫颇得
杨剑虹、陈立夫等人的信任。1928年 8月，
杨剑虹涉及贪污案自杀。10月，鲍君甫被
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
特派员。鲍君甫与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在
铲除叛徒、保卫党的机关和营救被捕同志
中起到很大作用。1931 年 4 月，顾顺章叛
变。中共中央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作了
气节教育，并称：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
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鲍君甫入狱
后，三缄其口，没有暴露共产党的秘密。

中央特科对鲍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
从根本上讲，这归功于中央的领导、组织和
协调。但陈养山凭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
党组织的责任感，向党中央提供材料和建
议，也功不可没。

辗转于天津、重庆等地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
工作，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
会议员胡鄂公。胡请求杨献珍为其助手，
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4月，顺直省委遭到
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被
捕。6月，中共中央命陈赓、陈养山赴天津
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陈赓
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住在交通旅社，半个
月后两个人和杨献珍接上关系。陈赓和

陈养山在交通旅社住了个把月，恐久住惹
人生疑，陈赓住进一所新出租的民房；陈养
山搬到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协力进
行营救工作。一天清早，杨献珍在报纸上
看到河北省委互济会被破坏的消息，赶紧
告诉陈养山。陈养山果断撤离，并通知陈
赓，避免了危险。杨献珍到北平找刘少白
商议营救同志的事情，不幸被捕，营救工作
被迫停止。随后，陈赓、陈养山将工作重点
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
和陈养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住
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决定立即回上海
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
徒。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王老
头”再赴天津。8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
被击毙。

8月下旬，天津党组织有个姓鞠的党员
和陈赓取得联系，陈养山与其住在一起。9月
初，陈养山让老鞠去买报纸，本来只需 10分
钟，但天黑也没回来。陈赓到后，两人判断
肯定出了问题，于是陈养山马上撤离。第二
天，在天津同志处得知老鞠已经被捕。鉴于
这种情况，陈赓和陈养山在天津已经很危
险，决定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这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白
区工作遭到破坏。1935 年 8 月，上海临时
中央局停止工作。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
疏散，陈养山拟派往苏联学习。临行前，由
于四川情报工作有所进展，陈养山被派往
重庆。到重庆后，陈养山经过详细调查，得
知四川工作基础很好，10月返回上海向党
组织汇报情况，联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
重庆，但经费无法解决，让陈养山等待。11月
上旬，邱吉夫突然被捕。几经周折，12月中
旬陈养山接上关系，与陈克寒同往四川。
陈昌、陈养山和陈克寒接办四川实力派创
办的新四川通讯社，以此为掩护，周旋于各
派势力之间，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经过
数月努力，陈养山等人获得大量军事、政
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
军阀的党政军动向的情报；军力配备及互相
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各派
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各种社会情报等。
1936年 7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
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
央决定派陈养山到陕北学习。9月，陈养山
抵达陕西西安，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
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以西北文化日报社
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
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得到党中央较高的评价。

1940年 6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
16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陈养山辗
转于湖北武汉、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成
都、陕西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罗青长
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诀窍，而是由于他具
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
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晋绥做情报工作

回到陕西延安后，陈养山担任中央社
会部情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42年 2月，
陈养山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学
习，陈养山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1944年
底，中央情报部根据贺龙的提议，派陈养山
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

1941年 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调查
研究的决定》。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12月，
晋绥边区成立情报委员会。晋绥军区情报
处的任务是收集敌伪军事情报、战略情报
和瓦解伪军。1942 年 6 月，晋绥军区情报
处扩大为调查局，1943年向敌占区城市派
出 18名情报骨干。1945年 1月，晋绥军区
调查局移交给中共晋绥分局领导。

1945年 1月，陈养山一行抵达晋绥调查
局时，原正副局长已返回延安，大部分干部

受“抢救运动”影响，正在接受审查，工作处
于停顿状态，由晋绥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代
管。陈养山全力投入到甄别工作。他强调：甄
别工作关系到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以及调查
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要严格掌握政策界
限、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要实
事求是地作结论。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
精神，措施得当，晋绥调查局大部分干部重
新走向工作岗位。陈养山随后着手充实调
查局机构，设立干部科、交通科、研究室、书
报科、总务科；恢复山西忻县、太原、阳曲、汾
阳 4个情报站，新建大青山情报处，在兴县、
临县设立2个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
派出 23名基干情报干部到太原、北平、天津
与地下情报关系联络，建立秘密交通点。晋
绥调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
1945年 10月，晋绥边区召开情报侦察工作
会议，李克农到会指出：晋绥边区的情报工
作，要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为主要侦察对
象，加强发展城市内线工作，配合我军反击
敌人的内战阴谋。针对晋绥情报工作机构
分散的现状，陈养山征得边区公安局相关
领导人的同意，向中共晋绥分局提议，合并
调查局和公安局，加强情报工作的力量，统
一领导，协同作战。晋绥分局赞同陈养山
的提议，得到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晋绥调查
局和公安局合并，成立公安总局，陈养山任
副局长，1947年 6月任局长。1949年 3月，
陈养山调任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在陈养山
领导下，晋绥情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完成中央情报部收集敌方书刊的任
务。敌方公开的报刊书籍，经过系统周密
的分析，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抗
日战争期间，晋绥调查局通过各种关系，订
购日文报纸 13种，中文报纸 10种，以及大
量日、中文书刊、杂志和年鉴。解放战争时
期，平津工作站采购敌方报纸 20多种，杂志
30多种。这些报刊书籍源源不断送往中央
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屡次表扬，称：“你们调
查局，收集敌伪报纸、杂志书籍及各种年鉴
等，对我们用处很大。”“特别在书报的收集
上，对中央曾有很大帮助。”

获取大量军事政治情报。 1949 年 3
月，陈养山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部
长，领导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西安解放
前夕，我情报人员获得胡宗南撤退的确切
时间和方案、路线，及各军、师部署、番号、
代号、驻地和装备的情报，并获得西安城区
图、城防工事图等。我内线利用西安绥靖
公署电台，同我电台秘密联络，发回有关胡
宗南部队和国民党党务、特务上层人员活
动机密情报 90多份，对西安解放具有重大
作用。1949年 5月 20日，西安解放。陈养山
率领公安、情报人员进入西安，领导接收、
社会治安和执行肃清匪特的任务，随后组
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卫委员会等机构，
确定了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949
年 10月 1日，陈养山被邀在天安门观礼台
参加开国大典。10月 15日至 11月 1日，第
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会议由公安部部
长罗瑞卿主持，毛泽东、朱德到会讲了话。
陈养山参加会议，积极总结保卫工作的经
验，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担任上海公安局
副局长。1950年9月，调任江苏省南京市委常
委、政法委副主任、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在南京工作期间，
陈养山审问并清查出国民党特务黄凯。

经过多年磨砺，陈养山由初出茅庐的
隐蔽战线的战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我党
情报工作的领导者。陈养山取得的成绩，
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和情报战线
广大工作人员努力息息相关。陈养山在自
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展现出卓越的组织
和领导才能。（据《学习时报》《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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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养山：被称为隐蔽战线的“福将”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陈
列着一份 1933 年中革军委颁发的《中国工
农红军誓词》。《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为竖
排铅印版，长 21.8 厘米、宽 19.5 厘米，毛边
纸质，呈灰褐色。 1954 年，瑞金革命纪念
馆筹备处从当地群众手中将其征集入
馆。这份誓词是八一建军节诞生和中国
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
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正式颁布的革命军
人誓词。

1933年 6月 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
昌起义的 8月 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
念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红
军各部队、苏区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积极准
备开展纪念“八一”活动。为适应革命形势
的发展，加强全国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中

革军委从前方迁至瑞金，精心组织筹备纪念
日的各种活动。

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加紧筹划对中央
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鼓舞红军士气，
加强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和决心，中革
军委在纪念日活动中安排了宣誓仪式，并
着手宣誓词的编撰工作。7 月 27 日，中革
军委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28 日，中
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出：“本委员会制定中国
工农红军誓词，以备八一纪念日及成立红
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各级指挥员务须先
负责详细讲解，使每一个红军军人都能彻
底了解和遵守为要。”同时，中革军委还印
制了大量誓词发放给苏区军民，进行广泛
宣传。

8 月 1 日，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首次八
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南炮兵广场
举行。阅兵之后，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司

令齐声庄严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
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
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
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
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和
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
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他不遭损害和
窃夺。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
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
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
取中国解放，武装拥护苏联，完成民主革
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现在敌人正在
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
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
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为着阶级利
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
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
指斥。谨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云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像是沉重的鼓点，敲打在红军
战士的心头。《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充分体
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本色，彰显了
红军将士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不怕牺牲、英
勇顽强的革命气概。宣誓完毕后，中革军
委为授奖人员颁发“八一”红星奖章，并为
红军各部队授予荣誉战旗，以嘉奖功绩激
励士气。

在当时国民党军大肆“围剿”的历史背
景下，红军举办这样一次大规模纪念活动，
起到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是《中国工
农红军誓词》的颁布，使得红军官兵和苏区
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热情空前高涨,也
激励了大量革命青年加入子弟兵队伍。自
此，每逢重大集会、战前动员等时机，红军
部队都要重温誓词，以鼓舞士气、凝聚力
量、增强信心。 （据《中国国防报》）

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漫长的情报生涯中默默奉献，未出
现过任何闪失，被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同志称为“福将”。

陈养山。

《中国工农红军誓词》见证首个建军节

胡适早年热衷打麻将，而且牌瘾颇大。
1911年七八月份，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在日
记中曾记录了自己的“麻将生活”：周一注册学
籍并打牌，周二上化学课并打牌，周三上课并
打牌……若是遇上休息日，更是通宵达旦打麻
将，耗费了大量宝贵的读书时间。他在日记中
写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胡适之啊胡适之，
你怎么如此堕落……”

1926年 7月，胡适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
员会全体会议”。他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西
伯利亚，抵达欧洲。会议结束后，由美洲到日本
最后回国，前后历时 10个月。胡适一路游历，
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一篇文章
《漫游的感想》，其中，第 6为“麻将”。胡适落笔
便指出，1920年初，麻将风靡欧美，成为西方社
会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
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
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

然而，此番游历除了“一次在日本京都的
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
看不见麻将了”，胡适惊奇地发现，麻将已成了
西方人“架上的古玩”，鲜有人问津。他不由得
感慨：“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
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
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
华民族的专利品。”进而痛言：“我们走遍世界，
可曾看见那（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
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只有咱们这种不
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
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
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漫游的感想》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尤其
是“麻将”一则中，胡适在言语之间让我们看到
他对国人身上长期存在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的消闲之态倍感痛切，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

“国粹”麻将的深恶痛绝，以及渴望重建东方文
明的迫切愿景。 （据《人民政协报》）

胡适批“麻将”

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近
些年来，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西南联大的成功
进行了总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
面却为大多数人所忽视了，就是联大时期，老
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
之间，在为人处世方面所拥有的坦诚心态。

著名学者王浩当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回
忆往事的时候，王浩把在西南联大度过的时光
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教师之间，学生之
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
怕谁……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
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
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
次教师发现讲授的内容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
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
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
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
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
识的了解。”

“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
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
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
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
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当年，在西南联大师生中流行着这样一副
对联：“如云，如海，如山；自如，自由，自在。”这
副对联，让我们看到了联大的开明学风和旷世
风采。“谁也不怕谁”，并不是彼此不尊重，而是
在为人处世方面拒绝权威、平等相待，人和人
之间，处于这样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可以
充分发挥自己，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创
造出灿烂的学术业绩。 （据《联谊报》）

谁也不怕谁的西南联大

■ 文人轶事 ■

著名史学家钱穆给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
生都讲过课。他的课堂精彩百出，时有妙语，
常常逗得学生笑声不断。

有一次，他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强调“作文就
是说话，口中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并出了作文
题目《今天的午饭》。作文交上来之后，钱穆认为
有一篇写得比较好：“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
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以此为例，告诉学生作文
要曲折、要有韵味。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就很
有意思，有了它，作文则显得与众不同。

后来，钱穆到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讲课
时，他穿一件发旧但干净的蓝色长袍，喜欢左手
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
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钱穆善于言辞，长于演
讲，讲到紧要处，像与人争论一样，高举双臂，慷
慨激昂；讲到高兴处，又巧妙譬喻，妙语连连。
比如讲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他将秦汉文化比
喻成室内遍悬的万盏明灯，即便打碎一盏，其余
犹亮；而将罗马文化比作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
片黑暗。对于这样的比喻，学生听得进记得住。

由于听钱穆讲课的人太多，学校不得不将
他的课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
的 3倍。每一堂课，听讲者将近 300人，坐立皆
满。更为夸张的是在西南联大时，钱穆上课的
时候，教室过道都挤满了学生。钱穆“无路可
走”，需要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而
在香港新亚学院时期，每当有钱穆的讲座，校内
外赶来听课的学子人满为患，钱穆必须拨开人
群，“开辟道路”，才能上台讲课。（据人民政协网）

钱穆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