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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间谍出场了

这一年的8月10日， 牛兰夫妇突然
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8月14日深
夜，他们俩被全副武装的军警秘密押解
到南京。

1931年1月至4月，国民党先后颁布
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
急治罪法施行条例》等法案，在镇压共
产党方面，国民党当局与租界的勾结日
趋紧密。1931年4月， 中统抓获了顾顺
章，6月又抓获了向忠发， 两人并未说
清，把并非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的牛
兰说成了远东局的主任，令中统特务们
欣喜万分，他们就想趁此机会，彻底切
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举
消灭中国共产党。而顾顺章案的直接操
盘手国民党中统第二把手张冲就此浮出
了水面。他在牛兰被捕以后，就不断地给
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 要将牛兰夫妇
引渡到华界，由国民党方面处理。国民党
政府驻南非的领事机构甚至搞来了一张
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
合影， 经指证： 合影中的一个人就是牛
兰。 英国人正好将这一烫手山芋扔给中
国人，于是牛兰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牛
兰夫妇的生命直接受到威胁！

由于牛兰是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
第一位苏联人，苏联政府决定动用一切
力量，尽全力营救他们出狱。其中最重
要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宋庆龄。

1931年7月23日， 宋氏六兄妹的母
亲倪桂珍老太太因病在上海逝世，宋庆
龄7月末回国奔丧。她回国途经莫斯科，

就有人请她出面营救牛兰夫妇，这所谓
的“有人”指的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
府（见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
的伟大女性》）。

宋庆龄回到上海，与自己的兄妹忙完
了母亲的丧事。1931年8月20日，便和爱因
斯坦、高尔基、蔡特金、史沫特莱等国际知
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
牛兰委员会”， 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成
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而与此同时，由于
牛兰负责向共产国际转发的中共中央大
量文件都被国民党当局“透露”出来，《大
公报》等连续两个月刊登此类文件，整个
上海搅得沸沸扬扬。

1931年12月， 宋庆龄专程前往南京，

拜会蒋介石，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提出了
释放牛兰夫妇的请求。这已是宋庆龄在一
个月内第二次求见蒋介石了。 不久前，为
了拯救爱国将领、自己的密友邓演达的生
命，她曾来过南京，向蒋介石提出过要他
释放邓演达的请求， 她说：“现在国难当
头， 你和邓演达的矛盾， 我来给你们调
解。”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庆龄曾发
誓不会再见蒋介石。这次为了救人又赴南
京见蒋， 内心所受的折磨与煎熬可以想
象，却仍遭拒绝。

8月10日， 自从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国
民党手里， 他们俩就失去了一切信息，从
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管国内外的舆论

发起怎样的攻势，不管国际红色救济会代
表73个国家1300万会员提出怎样的抗议，

国民党有关部门一问三不知。牛兰夫妇是
死是活，生死未卜，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正
是张冲期望的状况。他静下心来放下了鱼
饵，一心一意想钓一条更大的鱼。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最传
奇的王牌间谍佐尔格出场了。

对于派佐尔格出面营救牛兰，有关方
面存在着很大的疑虑。据说克格勃的头目
叶诺夫就曾问过佐尔格的上司苏军总参
谋部情报部第4局局长别尔津大将 “是否
值得”。别尔津回答：据可靠消息，牛兰并
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掌握着苏联
重大机密的人，只要有可能，总还是要尽
力去营救的。

佐尔格比牛兰小一岁，1895年10月出
生在俄罗斯最大的油田巴库，父亲是德国
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3岁随父母迁往德
国。1919年10月， 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1924年在德共九大期间加入了苏军情报
局，成了一名职业间谍，第二年他加入苏
联国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

佐尔格极有间谍天赋，他职业生涯中
最伟大的功绩是在1941年的春天，就获悉

了德国法西斯准备在6月向苏联发动全面
的攻击，具体的时间是22日星期天。但斯
大林并不相信，他从其他方面的情报中得
知：德军并未准备冬衣。而德军向苏联大
规模进攻是一定要准备冬衣的。但斯大林
忘了，希特勒不仅是个赌徒，也是个臆想
狂， 他认为德国军队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
就能攻下莫斯科， 全部解决苏联军队，这
样根本就不需要准备冬衣。因此苏联在德
国的突然袭击中吃了大亏！

1941年10月末， 德军兵临莫斯科城
下，苏军兵力捉襟见肘，苏维埃政权到了
最危急的时刻！但此时苏联方面还在远东
地区屯兵百万，准备应付日本远东军的进
攻。那么当时日本法西斯的进攻目标是往
北（向苏联远东地区），还是向南（进攻美
英太平洋地区）？ 虽然1941年10月18日佐
尔格已经在日本东京被捕，但是他领导的
佐尔格小组已经获悉，日军把进攻的目标
定在了向南。中西功、尾崎秀实等经过实
地勘察与分析，将日军南下的时间定在了
12月8日星期天！ 而斯大林就是从1941年
11月佐尔格小组反复发出的情报中作出
了重大决策，从西伯利亚源源不断地抽调
军队扑向莫斯科， 并于12月6日在莫斯科
近郊发起了大反攻，一举歼灭了德军50万
人，在危亡中挽救了苏联。佐尔格在1944

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 被日本
法西斯杀害。而20年以后，在1964年的十
月革命纪念日，他被追授“苏联英雄”的最
高荣誉称号！

1930年初，佐尔格受苏军总参谋部情
报部别尔津将军的直接委派，以德国记者
的身份来到上海。其目的是重建因中东路
事件而中苏断交后遭破坏的情报网，利用
上海租界这个特殊环境下的情报中心，收
集德、日两国的情报，为苏联决策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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