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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在显著的

位置，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

“伍豪”，启事要求他于一个月之后，在北四川路新亚

饭店，与寻人者黄毅见面，原因是：家有要事相商。

这则“寻找伍豪”的启事，看起来似曾相识，估计

来者不善。可以推断，这一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

务之手。因为早在4年前，负责“反共剿共”的国民

党特务组织，为了达到把共产党赶尽杀绝的目的，就

曾经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使用相同的手段，炮

制过一则所谓的“伍豪启事”。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申报》、《时事新

报》、《时报》等多家报纸，连续2天，在显著的位置，

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

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

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第一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

了一个布告。

那么，伍豪是谁呢？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

参加五四运动，成立了觉悟社，“伍豪”是他的化名。

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要利用伍豪造谣中伤

呢？原来，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

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中共

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正

当他们准备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然后邀

功请赏之时，谁料，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

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电报，并连夜递出了

情报。周恩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果断地全部转移，于

是顾顺章就完全扑空了。

国民党特务失败后，很不甘心，他们又策划出一

离间计，用周恩

来别名“伍豪”

的名义，在上海

一些报纸上刊

登了所谓“伍豪

等脱离共产党

启事”。

那么，4 年之

后，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以相同的口气，刊登

出“寻找伍豪”的启事，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又是

国民党特务的杰作。恰如中共领导人所料，这则“寻

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即是

启事落款人黄毅，真名叫张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调查科（即“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其实，4年前，刊登“伍豪启事”的国民党特务，

正是此人。当年，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前来抓捕周

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使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搜

捕失败后，张冲受命炮制了“伍豪启事”。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

寻人启事，却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

他奉蒋介石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

张冲受命放出的这只试探气球，目的是主动议

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1935年8月1日，由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呼吁停止内战，

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

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

抄送蒋介石。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被赶到陕北的共产党，

已没有力量与他全面抗争。凭着他以往收编地方军

阀势力的经验，他认为让共产党归顺到自己旗下的

时机已经到了。

但是，几乎被他赶尽杀绝的共产党人，都转移到

了地下，这个时候，纵使蒋介石想议和，令他苦恼的

是，对手被自己逼得已不知去了何处。因此，他立即

指示陈立夫，负责寻找共产党。

寻人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昼

夜守候在这家饭店里。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共产党

没有任何消息。

两个月后，香港《生活日报》又刊登出了一则寻

人启事，寻找的人由伍豪变成了“叔安”。“叔安”，潘

汉年的化名，当时在香港全面主持中共情报工作；刊

登启事者黄毅，还是张冲化名。

这一次，张冲是否能如愿，与中国共产党接上头呢？

潘汉年，化名叔安，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

战线和统一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1925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1年 4月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工

作，随后又成为中央特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当天下午，潘汉年悄然来到香港九龙酒店，和张

冲见了面。

那么，潘汉年是如何知道张冲的暗号，张冲又如

何知道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在香港等他呢？

1935年，是中国局势发生巨变的一年。日本侵

略者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

华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

了变化。

1936年初，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

后，就奉蒋介石的命令，找到共产国际，希望面见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已近

10年，中共代表拒绝了他。

邓文仪自然不甘罢休。后来他找来说客，最终

中共代表奉命按照谈判规格，派正在莫斯科参加会

议的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次接触。首次接触，

双方就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一拍即合。他们约定，

择日继续谈判。

但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邓文仪通知潘汉年，他临时接到任务要去欧洲。临

行前，邓文仪又突然告诉中共代表，欢迎中共代表前

往南京谈判。为保证谈判的安全性和隐秘性，邓文

仪建议潘汉年回国时可先到香港。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

中央汇报了与张冲会谈的有关情况。两天后，中共

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

中共“反蒋抗日”的总方针及时地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会谈，中共开始调整对国民

党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

也被扣押于西安西京招待所，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

也一时失去了联络。

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火速派

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方针。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使西安事变的解

决，又一次出现了新的转机，南京代表开始了与张学

良、周恩来等人的谈判。

12月2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这是第一次国

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谈判中，周恩

来表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

拥护蒋介石为国家最高

领导人的基

本立场，宋

美龄也代表

蒋介石作出

了停止剿共

的承诺。

1936年 12

月 25日，周恩

来再次见到蒋

介石。这次，

蒋介石终于同

意抗日，也同意不

再打共产党。至

此西安事变宣告

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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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20、21日两天，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三家报纸——《申报》、《时事新报》、《时报》，连续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

题，刊登了一则启事，内容蹊跷而诡异，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刊登启事者为张冲，国民党最大特务机构——

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则启事，实为离间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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