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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搞定杜月笙

1937年9月，李克农调往南京八路军
办事处，潘汉年接替他担任上海八办主
任。在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上海幸存的中
共党员不过数十人，而且大部分都在监狱
里，包括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潘汉年与
国民党谈判交涉，营救大多数同志出狱，
这些党员经八办审查后，按需分配，有的
被送到延安及革命根据地，有的留在上海
从事地下工作。

作为中共及八路军在国统区的形象
代言人，八办首要的工作是巩固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政策，为抗日
根据地争取支援。这项工作潘汉年最为
擅长。

潘汉年25岁即加入中共特科，长期
活跃于上海滩，既负责上层统战，又统领
地下情报。他的秘密代号是“小开”。小
开是上海方言“富二代”的意思，不了解
潘汉年真实身份的人确实会当他是公子
哥儿。他极为讲究穿着打扮，熟悉上流社
会的社交礼仪，党内有人对他的做派颇
有微词，潘汉年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
(香云纱 )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
吗？独特的气质风度使潘汉年颇能赢得
达官贵人好感，在三教九流间游刃有余，
他的统战范围不仅囊括爱国民主人士。
1937年8月，潘汉年与主管上海文化工作
的潘公展商议谈判，得到对方支持，联合
出版了《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
这是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公开合法的
宣传阵地，潘汉年与潘公展都在此发表
文章，号称“国共二潘，竞相宣传”。

1937年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路军办
事处主任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
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
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
日寇重创”，“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

“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
信第二天便立即开会讨论信中所求之事。
会后将价值1 . 6万元的1000套刚从荷兰进
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这一天，毛
泽东、张闻天指示潘汉年，公开的救亡团
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
有新的布置，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在
此之前，八路军办事处已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安排上层民主人士安全撤离。

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郭沫若等
人的撤离都是潘汉年和八办一手安排。
上海沦陷之后，潘汉年催促宋庆龄赶快
动身，12月23日，宋庆龄乘德国邮船离
沪。

12月25日，潘汉年登上开往香港的邮
船，暂时结束他在上海的使命。

情报触角深入日军

和汪伪大本营

潘汉年奉命离沪后，工作移交给刘少
文。八路军办事处名亡实存转入地下，办
公地址搬迁到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74号。
这是一幢沿街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公开
的二房东是上海剧艺社的进步演员、地下
党员蓝兰。蓝兰住在二楼和底层，三楼是

“八办”机关，前楼为刘少文、孟进夫妇住
房，后楼是会客室兼饭间。译电员朱志良
以学生身份住进三楼亭子间，佯称刘少文
为“叔父”，孟进为“婶母”。

秘密电台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
路)148号，报务员是李白。联系电台的机
要交通员是王少春，他作为朱志良的“家
庭教师”常来机关。刘少文早年留苏，参加
过长征，还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八办成立
之前被周恩来从西安派往上海担任办事
处秘书长，配合潘汉年工作。上海名流有
各种星期聚餐会交流感情的社交传统，刘
少文经常出现在聚餐会上，向大家介绍中
共的方针政策，通告新四军八路军的战
绩，增强各界爱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通
过这些关系，他成功地为新四军争取了财
力物力支援。

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经上海八

办转给新四军的捐款就有80多万元。八办
还组织联系上海郊县抗日武装，向八路军
新四军和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器材及情
报等。除公开工作外，八办的一项重要任
务是收集情报。早期电报皆由潘汉年亲自
起草以“小开”名义发送。

潘汉年离沪后，上海情报工作也都移
交给刘少文。中共情报人员利用多层关
系，触角探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上海满
铁事务所、汪伪政权财经和特务机关、汪
伪上海党部等重要部门，曾获得日本天皇
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会议决议案等
情报，日本较大的军事调动和进攻计划常
可以1个月前获悉。刘少文派殷扬与忠义
救国军阮清源部、国民党军统驻上海机构
负责人联系，每两周见面一次交换情报。

1938年初春，刘少文带着一本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到胡愈之家，介绍斯诺去
陕北的情况，请胡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
刘少文还请斯诺为书中的照片和部分内
容加注释，为防止被租界当局禁毁，刘少
文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第一版印刷
2000册瞬间售罄，半年内加印五六次，累
计印刷多达八九万册，远销香港南洋。

1938年夏，刘少文又把《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的英文本交给梅益，说这本书对
中国读者很有教育意义，让梅益作为组织

交办的任务翻译，梅益边译边交付印刷，
使这本书在1942年出版。

1939 年，在日军紧逼之下，租界当局也
不敢放任抗日救亡活动，救亡团体人员经
常被日伪特务暗杀。1939 年 11 月，刘少文
奉上级指示撤离上海，八办机关撤销，龚饮
冰到上海接管交通财务情报工作。1942 年
中秋节，李白电台被日军侦破，李白和龚
饮冰被捕，后来被营救出狱离开上海。

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东南
局副书记饶漱石当时正在新四军中，假借
华侨身份脱险逃到上海，新四军还有很多
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突破重围，成批陆
续涌进上海，必须迅速妥善安置和转送苏
北。饶漱石和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决定成
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上海去根据地
人员的接待工作。

1941年3月，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秘密
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251号一间亭子间
里，还在爱多亚路(延安中路)龙门戏院隔
壁和震旦大学附近开设两家烟纸店作为
联络点。办事处成立以后，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组织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不仅有
皖南事变突围人员，还有江苏省委从各方
面抽调参军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在国
统区大后方受到迫害的中共党员和爱国
民主人士，因“扫荡”“清乡”从苏南根据地
撤退的人员，南洋华侨青年，浙江地区的
地下党员等。

据办事处工作人员张达平回忆，输送
人员离沪前，按照性别、年龄等情况搭配
编成两人或三人一组，进行适合身份的化
装，不带任何惹人注目的东西，如贵重的
西药和脱离当地一般客商生活水平的衣
衫。交通同志每次可带六七人，1941年夏
秋间撤退人员比较集中，也有一次带十来
人的。出发前，交通同志向每人交代清楚
苏北根据地一般情况，从上海到联络站经
过哪些敌伪据点，应付日寇、伪军警检查
的方法，沿途和交通同志如何保持联络，
万一失去联络如何自行寻找联络站，以何
凭证显示本人身份等等。应付伪军警，办
事处交通人员自有一套办法，事先把小面
值的一沓钞票用纸包好，过卡子时暗地塞
给军警，他们不敢当场打开看，只看到厚
厚一包误以为数目不小就吆喝着放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
领租界，上海环境愈发险恶，上海地下党
贯彻执行中央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解放大城市，大规模
地动员、抽调人员去根据地的工作暂时中
止。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退至根据地，
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于1942年12月撤销。

据《国家人文历史》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
界成为被沦陷区包围的“孤岛”。此后，在
上海公开的抗日活动因而受到限制。中
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司与各
行各业的联系相当广泛，通过保险公司
的业务活动，又可与各行各业中的中上
层人士发生和保持经常的联系，有利于
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
利用保险公司这一组织，掩护地下党员
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中共上海地
下党积极开展了一些保险活动，其中中
共上海地下党员谢寿天同志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成立保险业业余联谊会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以后，中共上
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抽
调程恩树、林震峰两位党员组成保险业
党支部，筹备建立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
谊会(简称“保联”)，开展组织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广泛发动群众的工作。

1938年7月1日，“保联”成立大会在宁

波同乡会召开。在胡咏骐(保险同业公会
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谢寿天
(天一保险公司经理)等中上层人士的号
召下，参加的会员有三百余人。会址设在
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保险业同业
公会隔壁。

“保联”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公开合
法团体的地位，根据不同形势和保险业的
特点开展工作。通过政治经济时事形势的
宣传教育，激发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积
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转入大后方，有
的进入解放区，奔赴抗日前线。

创办《保联月刊》

“保联”成立后，为扩大影响，加强与
会员和广大职工的联系，1938年11月创办
出版了关可贵、林振峰主编的《保联月
刊》。1940年1月改为《保险月刊》，成为纯
学术性刊物。主要刊载有关保险学术及
保险实务方面的论文，发表保险理论和
实务方面的文章，同时结合形势，宣传抗
战的意义，报道演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

内容的进步话剧和举办青年知识讲座等
活动情况，刊载动员保险业资金转移到
大后方，宣扬坚持长期抗战的舆论。

成立大安产物保险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
租界，原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商保
险公司被迫停业，在沪的日商保险公司
因实力薄弱，一时难以取代英美各公司
的地位。这是一个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
大好时机。当时谢寿天向上海地下党职
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书记陆志仁
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过地下党
领导同意，由谢寿天出面，邀请郭雨东、
陈巳生、关可贵、董国盾、龚渭清、全家瑜
等为发起人，定名为大安产物保险公司。

大安产物保险公司是一个不满30人
的企业，它的高中级职员，多属中共各系
统的地下党员。大安保险公司在大力发
展业务的同时，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意图，
为掩护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以及支持上海保险界群众

团体———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各
项活动，做出了显著贡献。

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

上海沦陷时期，英、美、法等国的保
险公司已被迫关闭，华商保险公司的分
保关系中断，因此，唯一解决分保问题的
就是华商联合起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经保险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完全由华资保险公司组织的
分保集团相继成立了六个。

大安保险公司决定发起、推动建立
大上海分保集团，以便依靠华商自己的
力量，团结互助，妥善解决集团各公司的
溢额分保问题。1942年2月，大上海分保集
团正式成立，参加公司有大上海、大安等
19家保险公司。其实力仅次于太平分保集
团。此举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
险分散问题。

总之，上海地下党根据“荫蔽精干，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
学、勤业、交朋友”等方针，采取上下结
合，有效地利用保险活动同日军和国民
党反动派展开了斗争，并长期保存了党
的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

据《档案春秋》

中共上海地下党利用保险业务秘密活动

八一三事变促使漫长的国共谈判发生质的飞越：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
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历经十年内战，共同的敌人让
国共两党又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也随之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
处，隐蔽战线干将李克农、潘汉年负责筹建。终于可以在国统区的繁华都市公开
工作，李克农、潘汉年原本设计了一块办事处的招牌，不料上海战局急剧恶化，
牌子始终没有挂出去。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以半公开的形式存在，起初
在福煦路多福里，对外称李公馆。

李李克克农农（（左左33））与与中中央央特特科科几几位位老老同同志志在在原原八八路路军军上上海海

办办事事处处门门前前合合影影。。 新新四四军军驻驻上上海海办办事事处处旧旧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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