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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马振犊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 ,苏联政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了军

事情报合作。成立了一所中苏情报合作机构 ———“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

国各地设立组织 ,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中方的对苏情报合作是

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军统)负责的。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与隐密性 ,这

段历史一直尘封至今。对于中苏双方合作建立的这所中苏“技术研究所”的

历史研究 ,也就成为空白。本文根据作者设法搜集到的资料 ,对其在 1938 —

1939 年间的活动初步进行了探索 ,勾画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 ,充分肯定

了这种合作对中方抗日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与进行共同研

究。

关键词 　抗战 　中苏 　情报合作

一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在国际

上 ,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 ,处于受人同情的地位。但各国的正义和

同情只不过是出于道义性的立场 ,而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则是眼

前更现实的考虑。面对强大而霸道的日本与贫弱的中国 ,为了趋

利避祸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 ,把口惠给了中国 ,把实惠给了日

本。

虽然中国政府对来自国际上制止日本侵略的干涉寄予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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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 ,蒋介石亲自出马召见英美德法意各国驻华使节 ,恳求他们

出面“主持公道”,并吹捧美国“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表示

“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 ,可挽危机”。① 但

列强各国为了维持“对交战双方的传统的友谊”,“避免卷入”,一再

声明“保持完全的中立”,对中国只给予“精神上的援助”②,对日本

则采实际的妥协退让 ,甚至于继续与之进行战略物资贸易 ,间接地

支持侵略。种种行为 ,令中国极其失望。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进行

抗日战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寻求外援 ,中国国民政府只

好不计前嫌 ,与曾从友变敌的苏联再次携手 ,合作抗日。

在列强各国多表冷漠的情况下 ,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 ,却对中国表示了正义的同情与支持 ,并明确提出可以在

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 ,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

苏联为何要在中国落难之际拔刀相助 ? 原因自然清楚。除了

官冕堂皇的国际主义精神而外 ,乃因日俄有旧隙而欲“拒敌于国门

之外”。

苏联与日本原是一对宿敌 ,当年沙皇俄国为争夺亚洲霸权 ,与

日本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 ,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

败 ,丧失在东北的殖民权利于日本 ,虽然沙俄已被苏联所替代 ,但

无论是从民族心理或是从实际的国防需要上来看 ,当时的苏联与

过去的沙俄 ,其处境利益是一致的。因此 ,俄国人不仅要加倍防范

日本的进一步北上 ,威胁自己的领土安全 ,而且还想要报历史旧

仇。在日本明火执仗杀入中国之际 ,苏联看出它下一步必将要在

·411·

《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①

② 同上 ,第 359 页。

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谈话 (1937 年 7 月 25 日)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 (四) ———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 ,第 424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征服中国之后全力对付自己 ,因此 ,中苏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唇齿

相依兴亡与共的关系。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 ,苏方的对策最好

是先发制人 ,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以形成保护自己的屏障。

因此 ,在这种不可避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苏联只好不计一切 ,公

开表明支持中国。但在中方看来 ,无论如何 ,在众人皆躲之际 ,有

一勇士挺身而出 ,也算是真正的朋友。于是 ,中苏便立即为了一个

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937 年 8 月 21 日 ,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全世界宣

示了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紧密关系。苏方还表示 :“中国对日战争

如到生死关头 ,苏俄必定出兵 ,决不坐视。”① 他们派出了军事顾

问与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 ,同时还慷慨地向中国提供财政贷款 ,表

现出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仗义。

过去史学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 ,曾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中苏两

国在抗日军事、外交及财政方面的合作 ,但对其在特工情报方面的

合作则因资料之缺 ,无从记述 ,甚或根本闻所未闻。但据有关档案

资料记载 ,中苏双方当时的抗日合作关系 ,远比目前我们知道的要

密切。特别是在情报合作方面 ,双方的工作进展迅速卓有成效。

后来只不过是因为日本南下野心的迅速暴露与英美的觉醒 ,中国

与西方的合作得以很快建立与加强。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和苏

联侧重欧洲西防德国战略的缘故 ,中苏未能继续在此领域发展关

系 ,国民党政府转而与英美进行情报合作 ,中苏的这段秘密合作关

系也就无疾而终了。但无论如何 ,抗战时期中苏情报合作的历史

是中国抗战史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

关注与研究。

由于特工工作的秘密性质 ,使得有关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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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状态 ,并且不甚详尽 ,这就给相关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但为了揭示出这段历史之谜 ,笔者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

根据有限的资料去发掘其中的一角 ,希望达成管中窥豹的效果。

二

1937 年 8 月中苏结盟之后 ,出于共同对日的战争之需 ,作为

军事合作的组成部分 ,中苏双方也开始探讨在特种情报领域内的

合作。

1938 年 5 月 ,经中苏双方有关部门协商 ,达成在对日军事情

报领域内的合作意向 ,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中方

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方由其国家安全局出面 ,进行了具体的

商谈。军委会派其外事组主任周明与苏方瓦西列夫为各自的代

表 ,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负担议定书》,为这项合作确立了基

础。同年 7 月 14 日 ,由蒋介石签署命令 ,任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主任贺耀祖为兼任所长 ,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

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 ,正式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

———“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 ,开展了对日情报

搜集与处理工作。① 从此 ,中方对苏合作即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 (军统)负责。

1938 年 7 月 15 日 ,中苏“技术研究所”于秘密状态下悄然成

立 ,所址设于汉口市特四区台儿庄路 86 号。在成立之初 ,内部设

立 4 科 ,各由中方人员主持 ,苏方人员协助工作。

第一科 :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与情报网的布置 ;科长为军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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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江雄风 ,副科长为科佛多洛夫。

第二科 :主办所获情报材料的汇总整理、审核及报告 ;科长为

郑冰如 ,副科长为友里也夫。

第三科 :主管电讯及通讯技术 ;科长为苏明 ,副科长为奥斯博

夫 ,后并入第一科。

第四科 :负责所内总务、经理及管理 ;科长为黄昌度。①

8 月 11 日 ,中方改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代替贺耀祖为

所长。在这一阶段内 ,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包括了以下几个

方面 :

第一 :布置在武汉、上海、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宁夏及香港、

爪哇地区的情报网系统。具体安排如下 :

11 天津组 :1938 年 8 月 6 日派出组长倪中立、副组长滕勉组

建。工作地区为平津及东四省。其任务是 : (1)监视经天津日本海

军陆战队的运输情况 ,调查其运往内地的军火武器数量与去向。

(2)监视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备战情形。(3)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建立

的经济设施进行调查。(4) 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进行侦察。

(5)对日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实行侦查。(6)侦察日军的组成

及其装备之变化。(7)侦察日本经天津的入口贸易。(8)建立在平

津及东北地区的联络关系。

21 北平组 :1938 年 8 月 4 日派出组长居仁组建。工作范围为

北平、石家庄、晋、察、绥。其任务是 : (1)监视日本经北平运往晋察

绥之军队及其武器。(2)侦察华北、伪满地区内日本设立的各种经

济设施。(3)侦察日本与伪满军队的备战情形。(4)侦察敌军在华

北的军事部署和兵力数量。(5)调查日本建立伪组织的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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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办法 :有关情报经天津港送交天津组拍发。经费预算每

月 630 元。

31 山东组 :1938 年 9 月 27 日派出组长李庆霖在济南、副组长

王志超在青岛组建。工作地区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其任

务是 : (1)侦察敌经青岛之海陆军运输情况。(2) 侦察敌在渤海沿

岸之海军实力。(3)侦察青岛码头建设状况。(4)监视日本在青岛

的出入口贸易。(5) 监视敌在津浦、胶济铁路的军运情况。(6) 侦

探敌对山东之战略计划。

联络办法为在济南设立无线电台一座 ,负责济、青两地有关情

报的拍发。经费预算每月 890 元。

41 宁夏组 :1938 年 8 月 5 日派出组长刘英在宁夏组建。工作

地区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情报员分布在宁夏、五原、包头、百

灵庙、阿拉善旗。其任务是 : (1)侦察敌对内蒙之军事布署。(2)侦

察敌对内蒙各盟旗的政治阴谋。(3)侦察敌对内蒙、西北的军事进

攻计划。(4)调查伪蒙军实力与其组织情况。

为便利联络在银川设立无线电台一座 ,经费预算每月 1025

元。

51 上海组 :1938 年 7 月 18 日派出组长吴润荪组建。派员在

沪杭、沪宁两铁路沿线布点。工作地区为上海、京沪、沪杭铁路沿

线。其任务是 : (1)侦察敌经上海之陆海运输。(2) 侦察敌在华中

海陆军实力及其布置与作战计划。(3) 调查敌经沪向内地的军火

武器运输。(4)侦察敌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5)侦察日本驻军

的组织、编制及其装备。(6) 调查日本经上海的入口贸易情况。

(7)建立该地组织与汉口的联络关系。

为便利联络在上海设立无线电台一座 ,经费预算每月 965 元。

61 汉口组 :1938 年 10 月 16 日派出组长谷兆芬、副组长郑达

善在汉口组建。派员在武汉三镇、平汉粤汉两条铁路沿线及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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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各轮上布点。工作地区为武汉三镇、平汉粤汉铁路线及长江

上中下游。其任务是 : (1)侦察日军在华中的兵力布置及其军事进

攻计划。(2)侦察敌在武汉部署的空军实力。(3)调查敌在武汉存

储的军火数量。(4)侦察敌在两江及平汉、粤汉路的水陆军运输状

况。(5)监视敌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

为便利联络在武汉设立无线电台一座 ,经费预算每月 1920

元。

71 香港组 :1938 年 11 月 3 日派出组长廖淑伦、副组长郑庭荣

在香港组建。工作地区与人员分布为香港、澳门、广九铁路沿线。

其任务是 : (1)侦察敌在华南地区的军运情况。(2) 侦察华南敌海

陆空三军实力及其布署情况。(3) 调查日军在华南的军事行动计

划。(4)侦探在香港的国际间谍活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5)调查

日本由欧美各国输入的军火数量。(6)了解英国的对日态度动向。

(7)建立本所与平、津、沪、汉、青、济、爪哇各站点之联络线。

为便利联络在港设立无线电台一座 ,经费预算每月 1550 元。

81 爪哇组 :1938 年 10 月 20 日派出组长饶楚白赴爪哇活动 ,

工作范围面向南洋、日本。其任务是 : (1) 调查日本在南洋的商业

势力。(2)侦探日军对南洋的侵略计划。(3)了解日本在南洋的发

展政策。(4)在日本内地建立情报网。

本组所得情报送往香港 ,由无线电台发回 ,经费预算每月 175

美元。①

在 1938 年内 ,虽然组织成立为时尚短 ,但中苏“技术研究所”

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地组织不断向汉口发来所获取的

敌方情报 ,并向中苏双方政治军事机关与最高当局提供了不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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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研究和判断的情报成果 ,为开展对日政治军事与外交斗争 ,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辅助。据报告 ,到该年底 ,该所共获取敌伪情

报 148 件 ,经筛选后呈报上级的有 91 件 ,其中来自苏方提供的有

27 件 ,占 1813 % ;来源于上海组的 20 件 ,占 1315 % ;天津组的 21

件 ,占 1412 % ;汉口组的 18 件 ,占 1212 % ;香港组的 10 件 ,占

617 % ;宁夏组的 52 件 ,占 3511 %。①

从上述统计情况来看 ,宁夏组的工作成绩比较突出 ,其中主要

的收获是有关日本及伪蒙方面的政治、军事动态变化情报 ,这对我

国军队在绥远一带北方战场的抗日作战 ,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

依据价值。直接来自苏方的情报也占有较大的比率 ,主要内容是

苏方侦探到的有关日本政军界动态和战略部署情报。对中方了解

世界大势及敌方状况 ,判断敌军在华战略变化 ,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从这一点上来看 ,中方在中苏情报合作中受益非浅。又如来

自天津站和上海站的有关日军兵力、人员抵港转运方向的情报 ,则

对正面战场上我军应对日军的作战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在中国对日抗战的初期阶段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 ,知己知彼的情报

需求十分迫切与重要 ,尽管由于具体的资料欠缺 ,我们无法更全面

地了解上述各地网站所获每份情报的内容及其价值 ,但可以推测

的是 ,在当时中国官方的中统、军统特务机构刚刚由对内型向对外

型发展而尚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形下 ,这些由“对外合作”而得来

的情报 ,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将会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另外 ,据已有的档案文件显示 ,中苏“技术研究所”内的有关部

门在研究密写、照相和编制密码及破译工作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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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从这些成绩来看 ,该所在建立与加强中苏情报合作 ,密切双

边关系 ,引进苏方的间谍技术 ,加快中国情报工作的发展以及推进

抗战事业方面 ,都是有着显著收获的。①

三

1938 年底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

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上 ,中国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日本的侵略。

战争形势比较前期抗战时的丧师失地 ,已进入了相对的稳定阶段。

而此时英美西方列强对日军侵华 ,仍采短视而不计后果的“中立”

态度。1939 年 4 月间发生的“日英天津事件”,充分说明了英美的

对日立场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次事件中 ,英国为对日妥协 ,

竟不顾中英关系 ,违背正义和良知 ,将在天津英租界进行抗日活动

的中国人捕交日方 ,并撤退了在天津的英驻军 ,表现出了及其软弱

的姿态。②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只能继续联合苏联抗日 ,中苏“技

术研究所”的工作因而得以继续延续与深入发展。

在上一年度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基础上 ,1938 年底 ,中苏“技

术研究所”又拟定了该所的《1939 年度工作计划》。这份计划十分

详尽而具体 ,从中我们可对该年度内中苏情报合作的发展方向、活

动内容及预期结果知其大要。

1939 年中 ,该所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进一步发展与加强各地原有组织。其具体内容是 :

11 扩充情报员队伍。其工作地域分工如下 :

(1)天津组负责东北各市 ; (2) 北平组负责张家口、承德、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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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 (3) 山东组负责烟台、徐州等地 ; (4) 上海组负责杭州、南京、芜

湖 ,并新设立南京组 ; (5) 汉口组负责九江、岳阳、信阳 ; (6) 香港组

负责广州、澳门等地 ; (7) 宁夏组负责五原、百灵庙、绥远 ; (8) 爪哇

组负责日本、台湾。

21 增派前往敌占区各地的流动情报员。

31 发展对敌反间工作 ,按照“有孔即入 ,无微不钻”的原则 ,计

划深入日军内部发展组织。

41 充实后方与敌占区之间及各地小组间的交通力量。

51 加强内部组织管理运作的领导工作。

61 改善所内行政机构 ,提高办事效率。

(二)增设各地情报网站。

11 该年度内在南京、广州、徐州、郑州、西安、太原、沈阳、哈尔

滨、宜昌、长沙、南昌、日本、朝鲜、台湾、马公岛增设分组。

21 在各战区普遍设立群众性情报网 ,其工作区域划分及分工

是 :

第一区负责四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东莞 ;

第二区负责三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上海 ;

第三区负责五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汉口 ;

第四区负责一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郑州 ;

第五区负责二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太原 ;

第六区负责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 ,组长在济南 ;

第七区负责河北及察哈尔省地区 ,组长在北平 ;

第八区负责九战区全部地区 ,组长在九江。

根据上一年度的工作情况 ,中苏“技术研究所”准备利用这一

情报网 ,进一步扩充其工作范围与工作领域 ,主要是将情报搜集工

作向细致化方向发展 ,要求其内容更加充实、完全 ,以便能更直接

地为抗日军事斗争服务。除对日工作外 ,“技术研究所”也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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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日本在沦陷区各地扶植的伪政权及其主要汉奸人物的侦探与

策反工作 ,并注意到反间手段的运用 ,这说明研究所的工作从内容

到水平都要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按照工作计划 ,1939 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各地已有及新设站

点 ,将以搜集侦探如下几方面的情报为其主要工作目标 :

11 敌军部队的调动转移 ,其各部队的组成、作战任务与目的 ;

21 敌军屯兵部署与数目、各部队主官姓名、武器装备之数目

种类 ,敌兵情绪之变化 ;

31 外来敌军开入战区内各部队的运输方法、日期、地点、成

份、组成与数量 ;

41 各交通要点敌军部署情况、军需武器存量 ,尤其对敌方各

要害地点以及守备兵力较少地点者更要注明。

51 各地敌兵工厂、化工厂生产品种数量及工厂员工人数、厂

区警卫情况、产品运往何处等情报 ,以供我方采取破坏手段之用 ;

61 敌方军械库、粮库等设施地点情况 ,以及有何可资采取行

动之机会条件 ;

71 各地敌军兵器种类、驻地、数目、警卫等情况 ;

81 各地敌空军驻地飞机场之数目、地点及其警卫情况 ;

91 有关日军化学兵部队的情报 ;

101 各地伪组织成份、主要及知名参加人员的住址状况 ,以及

可以利用的与日本人关系、与日伪特工组织关系等等 ;

111 尚未加入伪政府的已投敌汉奸人员状况 ;

121 敌伪特工状况 ,其组织、人员、驻地、长官及相互间联络方

法等等 ;

131 注重反间问题的利用 ,探听敌对我方的政治军事阴谋 ;

141 刺探日军对南昌、长沙的再攻计划及对我部署在沦陷区

内的游击队的肃清计划 ,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工作 ;

·321·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51 设法混入敌方间谍与反间谍组织 ,开展工作 ;

161 争取与策反伪政府官员。

(三)扩充本所通讯联络网。其具体任务是 :

11 完成 15 个分台的建设 ,总台增加两部发报机 ;21 增加通讯

联络工作人员 ;31 改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指导 ;41 加强检查各地区

的通讯联络工作。

(四)继续开展特工技术之研究 ,内容为 :

11 研究改进密写方法和药水书写方法 ;

21 在照相方面 ,研究革新与提高行动人员和固定文件的照相

技术 ;

31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熟悉仿制技术 ,尤其是有关钥匙、护

照、图章、敌伪通行证的制作等等 ;

41 进一步进行密码技术的研究创新工作 ,用以翻译敌方密码

和创编自用新密码。

这份工作计划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 :“本所自成立以来 ,因

战事变化关系 ,一再迁移 ,对外交通费时 ,工作一时未能按预计开

展 ,各外勤单位虽无良好的成绩 ,但经 (民国) 二十七年的工作 ,已

有相当基础 ,今后当不断推进。”①

四

进入 1939 年后 ,日本的南进趋势愈加明显。2 月间 ,日军占

领中国海南岛 ,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②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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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德国进攻波兰 ,欧洲战争打响 ,英美各国已知战争在所难免 ,在

日本明确无误的南进攻势面前 ,不得不转变立场 ,真正开始疏远日

本 ,积极加强战备 ,同时出于与苏联同样的目的 ,伸手援华 ,与中国

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合作。此后 ,中苏“技术研究所”的

工作随着中美、中英关系的逐步加强 ,受中国外交大局的左右和苏

联国内加强西防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需要而产生了变化 ,其政治重

要性、战略地位都开始下降。但据资料显示 ,中苏“技术研究所”的

工作在后来的 3 年内仍在一定程度与规模上得以延续 ,并仍在发

挥着有效的作用。

1941 年 7 月 11 日 ,当时兼管中苏“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说 :

“奉谕全力侦收东京与罗马通讯等因 ,自遵办。惟日意双

方无线电声音微弱 ,侦收至为困难 ,又兼每日空袭时间停止工

作 ,遗漏甚多 ,除加紧努力 ,并在技术方面改进外 ,谨将本月 1

日至 10 日侦译情形汇呈之。

一、1 日至 10 日共侦获 68 份。

二、其中已攻破者计 8 份 ,以后如有重要情报当由职亲自

送呈也。

谨呈委员长钧鉴。职毛庆祥呈。① 附呈情报 8 份 ,统计

表 13 张。”②

同日又呈报 7 月 2 日长春站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一份 ,内容是 :

据满方之情报 ,二日驻长春苏联领事问满方称 :居住长春

·521·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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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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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馆员及其他汉从员等约七、八十 ,因须回国 ,拟请发给出国

护照等语 ,此一行预定于二日自从出发之一行偕返 (此处原文

如此 ,疑有误) 。①

8 月 1 日 ,呈报截获日本两份情报 :一为 7 月 13 日北平日本

占领军当局发出致南京、烟台、济南、青岛各地驻军及东京电 ,通报

“帝国与苏联之关系 ,极为机微 ,随军势之发展如何 ,有殆致重大场

面之虞 (当地方面军亦作同样之规测) ,华北及蒙疆方面各部应注

意对侨民之保护 ,以期万全之策 ⋯⋯”

二为东京日本外务省向驻美国、加拿大及南美各重要都市使

领馆发出战争准备的命令 :

“鉴于目下国际情势之紧迫 ,贵馆保管之文书 ,应照左列

办法处理。11 普通文件应于平时最短时间内处理之 ,其他文

件应特别将其搜集保管。21 为平时之整理兼顾非常之应变

起见 ,应参酌日常之工作任务情形办理。文件中如有贵重者 ,

即寄回本省 ,其他转手不需用者 ,逐渐焚毁之。31 焚毁之际 ,

应由负责保管文书者监督执行 ,注意其绝对不得泄漏机密。

(焚毁文件之目录 ,寄还本省) 41 如因避难而实行移动文件

时 ,应始终严密监视 ,不得稍疏虞。”②

很明显 ,这两封被破译的日方电文是极重要的 ,特别是第二封

电文的内容 ,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 ,

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 ,这证明“技术研究室”的破译工作还是卓有

成效的。

直到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及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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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为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结成同盟 ,世界两大阵营

完全形成。英美被迫对日开战 ,与中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情报合

作 ,而苏联则倾全力对付德国 ,随着日本北上犯苏威胁的减缓 ,中

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使命至此也就趋于结束。

1942 年 1 月 28 日 ,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 :调查统计局人员陈

祖舜等 79 人已脱离技术研究所 ,奉调回局工作 ,少将副主任魏大

铭、第四组少将组长方砚农等所内现任干部亦申请免职。蒋介石

批复同意 ,但指示所有机器设备暂时继续留在研究所。① 然而 ,这

个记载了一段中苏共同抗日历史的“技术研究所”何时才告最后结

束 ,因史料厥如 ,便不知其详了。

总的来看 ,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是中国此期寻求外联开

展全面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隐蔽而重要的

一方面。在抗战开始阶段 ,其规模与作用比较突出 ,也取得了不少

的成果 ,其作用与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一)有力地推进了中苏的抗日合作 ,密切了双边关系 ;

(二)初步建立了对日情报搜集网 ,促进了中方在对日情报作

战领域内的力量增长与技术手段的改良进步 ,开启了中国对外抗

日情报合作的先河 ;

(三)在政治军事上均具有实际的重要辅助作用 ,有效地保障

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政治军事情报供给 ,并在客观上鼓舞了中国的

抗战决心。

但另一方面 ,我们纵观中苏“技术研究所”在中国抗战时期对

外合作史上的地位与其历史作用 ,比较后来中英、中美在此领域内

的合作关系及其成绩 ,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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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双方的此种合作历史为时较短 ,其次是其成果仅仅局

限于情报搜集与处理 ,并无更多的训练、对敌破坏与骚扰攻击等行

为 ,合作内容并不全面 ,更不深入 ,无法与后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

作所”等相比。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苏间的这种合作 ,受双边

政治关系影响极大。由于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不同的影响 ,中苏

两国此时已不可能恢复过去北伐时期那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 ,

虽然在大敌当前情况下 ,双方能够不计前嫌地再度联合 ,但在双方

的心底 ,依然是旧隙未合 ,彼此之间都有提防 ,都更加注重根据各

自的现实需要 ,在合作中获取眼前的实际利益。另外 ,苏联方面除

与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合作外 ,他们还在中国上海、北平、哈尔滨等

地另建有许多独立的情报网点 ,与中国共产党也有情报合作往来。

对于这一点 ,国民政府当局十分清楚且非常反感。因此 ,当英美受

日本威胁准备与中国联合之后 ,蒋介石及其政府很快就决定转向

英美 ,在军事及情报各方面选择对英美全面合作 ,而逐步冷淡了苏

联。与此同时 ,在全球范围内 ,由于德国攻苏和日本南下 ,苏联集

中国力抗击德国入侵 ,防日抗日的需求减缓 ,于是 ,中苏双方的情

报合作关系到此也就只能转向下坡了。

由于原始档案资料的缺少 ,我们目前似无从了解更多的有关

中苏“技术研究所”的详细活动情况 ,但无论如何 ,抗战初期的中苏

情报合作 ,作为一段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 ,应当为后人所了解。

(作者马振犊 ,1961 年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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