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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桃园机场捷运
正式运营

1950 年，毛人凤在台湾重新
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他以为，虽然
在南京和重庆的时候，他总要受
制于人，如今到了台湾，总算应该
苦尽甘来，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
在情报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终老
了。只是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却
没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面对一个实
力超强的对手——— 蒋经国。

两蒋意欲整合

台湾情报系统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
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
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
局面十分重要。1950 年 3 月，蒋
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
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
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的
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
领，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
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蒋经国上任之后，面临的就
是台湾情报系统已经存在的两
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
情报单位——— 保安处，它是沿袭
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
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
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
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
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
子分别为：彭孟缉和毛人凤。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明白，要
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
掉这两块石头。为了能让蒋经国
尽快上位，蒋介石首先亲自出手
劝退了中统的陈立夫，其后授意
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

“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
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看到蒋经国亲自出马，彭孟
缉不敢托大了。彭孟缉一直供职
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
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
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
报系统的。现在有个更大的官压
阵，他当然就要把位子让出来。
所以，彭孟缉是完全按“太子”眼
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情报老手郑介民献计

但是毛人凤却沉不住气了。
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自诩也算
是“功臣”了，毛人凤一反常态，

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在国
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
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
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
过，军统是 10 万人的大家庭。要
管理好可不容易啊！”这些话当
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但是蒋经国并不急于反攻，
在他看来，毛人凤再闹腾，也只是
一只秋后的蚂蚱，得意不了几天。
有老爸蒋介石撑腰，将来保密局
总归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很
快他就发现，毛人凤对他不仅只
是口头的不满，更是处心积虑地
在挖陷阱，想要让他身败名裂。

毛人凤暗中收集了蒋经国的
亲信毛邦初在美国受贿贪污的消
息，报到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
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
真地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结
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
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
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
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
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
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
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
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
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
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
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
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
根本动摇，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
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

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经国“挖墙脚”

毛人凤求助宋美龄

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
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
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
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
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
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
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
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
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
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
收受贿赂 170 根金条的罪证搜
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
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
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
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
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
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
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
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
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
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
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
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
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
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
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前
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
的材料送来了。蒋介石看完材料
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
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

员，为什么非要整他？”毛人凤哪
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

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
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
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
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
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
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
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
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
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
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
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
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
系却一直十分紧张。

蒋经国成台湾“特工王”

1954 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
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
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
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
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
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
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
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
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

“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
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
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
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
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
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
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
超过 5 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
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
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
了 1949 年 5 月以来的“非常戒
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
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
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
为了台湾的“特工王”。

屡遭打击的毛人凤从 1956
年开始就胃口不佳，经常呕吐，
后来入院治疗，确诊为癌症。当
毛人凤成为“死老虎”之后，蒋经
国还是显得很大度，主动拿钱叫
毛人凤赴美治病。从美国治病归
来的毛人凤，整日惴惴不安，癌
细胞扩散。1956 年 10 月 14 日，
毛人凤因病去世，时年 58 岁。

据《四大特务档案》

蒋经国是如何斗倒毛人凤的
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

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
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左左起起：：毛毛人人凤凤、、胡胡宗宗南南、、蒋蒋经经国国（（资资料料图图））

经过一个月试运营，连接
台湾桃园机场与台北市的机场
捷运近日起正式运营。来台旅
客抵达桃园机场后，可搭乘便
捷、舒适的机场捷运，快速抵达
台北市区。试运营的前两周开
放团体预约试乘，后两周提供
一般民众自由试乘。

桃园机场捷运项目命运多
舛，从规划到完成共历经 20 余
年。该工程于 1996 年以 BOT
方式启动，但由于资金及周围
开发等因素流产。2002 年后工
程由当局收回重新开工，计划
于 2010 年完工，但因直达车方
案、信号达成率等延误，工程严
重滞后，通车时程已变更 6 次，
并超出预算。试运营期间，捷运
钢轨发现裂缝，由于修复及时，
未对正式通车造成影响。

据新华社

绿营阻教育交流
两岸同声谴责

台湾世新大学等几所高
校，与大陆学生签署不涉及政
治的承诺书，引来岛内绿营大
肆围剿，说此举无异于“引兵入
关”、“钳制学术自由”。针对绿
营、绿媒的不实指控，被民进党

“立委”点名的世新大学、台湾
清华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
学、朝阳科大、静宜大学等 6 所
高校近日纷纷澄清，强调校方
并未签署所谓的“一中承诺
书”，而是不涉及政治的承诺
书。他们表示，目前台湾与大陆
交流的学校，八成以上都有签
署这种承诺书。绿营的政治操
作，引起岛内舆论谴责。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隔海警告，某些
人对此进行政治炒作，横加干
涉，只会伤害两岸教育交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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