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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史社系同学合影 苏良沛供图  

 

汪声和(1920-1950)毕业照片  

华西坝的进步学生  

2006 年 12月 6 日，是冬日成都 少有的晴天，为了写作学术史随笔《华西坝》，我

去西郊采访成都市委离休干部苏良沛先生。苏老毕业于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抗战中先后有金

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迁到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史称“华西

坝五大学”时期。苏老给我提供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 1944 年齐鲁大学几个同学的合影。

他指着其中一个清俊面影说，他叫汪声和，在华西坝就是地下党员。后来党派到台湾去，被

国民党以“苏联间谍罪”杀害了。  

我意识到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开始详细探问汪声和的情况。时代久远，留

在苏先生心中的记忆已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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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声和与我同级，也是 1943 年进的齐鲁，读政治经济系。他还有个弟弟叫汪声鸣，那

时也在华西坝的金陵大学读书。  

汪声和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他不住在华西坝齐鲁学生宿舍，住在成

都商业街“援华美军招待所”。他关心同学，乐于助人。他经济情况也比较好，还接济过我。

我曾找他帮我侄子补习功课。  

他在华西坝很活跃，当过齐鲁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1944 年，“民协”扩大了，要

发展，我动员他参加。以他的政治态度论，他自然应该参加。可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我已有

组织关系了，有了别的工作。至于什么工作，他不说，我也不便问。但有一次，我向他要《英

美之声》，那是“民盟”编辑的一种半公开的宣传资料。他领我走到陕西街的一家公馆前，

让我等在外面。一会儿他从里面提了一捆《英美之声》出来。那里是张志和先生的公馆，张

曾是川军的师长，到过延安 ，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凭我的直感他当时大概是在搞

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军队退休干部甘克俊当年和他同系同级，她记得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往事。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仅一个月，美、英、苏三国于 2月 11 日同时披露了秘密签订的

《雅尔塔协定》，内中有损害我国利益的条款。当时，苏联红军正从东北撤退，据说有拆迁

工矿设备、把机器作为战利品搬回国的事，还发生过打死接收抚顺煤矿的矿冶专家张莘夫的

行为，引起了一些青年学生的不满。一些城市还发生反苏游行，喊出情绪偏激的口号，如“打

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成都的部分学生也进行了反苏游行。中共地

下党则通过“民协”等外围组织，动员进步学生，劝阻和制止这次游行。  

据甘克俊老师回忆：我和妹妹甘克超(时在华西坝读金陵女大家政系)正走在顺城街口，

反苏游行的队伍迎面走来，人群中我一下子看到汪声和。我很惊异，按说他平时都很进步，

怎么会参加这种游行？这件事我在心里搁了几十年，最近我问过同学郎新康，郎新康告诉我，

他也参加了那次游行，那是一种保护色。上级指示，要保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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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声和 1920年生于北京 ，1939 年从北平第五中学毕业后，随躲避战乱的流浪潮南

下昆明 ，考入“欧亚”。“欧亚”是 1931 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合办的航空公司。二战爆发，中德断交，中方接管了德方股份，改为国营。21岁的汪声

和算是“欧亚”的“老人”。他原是机械员，1942 年 8 月，“欧亚”新增重庆 、成都和

兰州 3 个航线无线电通讯区，汪声和由原来的机械员升任驻兰州的无线电技师。(《上海

民用航空志》第十三章，通信导航)1943年 3 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在“欧亚”

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航空公司，汪声和派驻成都站，仍做无线电技师。  

这年夏天，他胸前别上一枚“齐鲁大学”的校徽。  

我遍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后来部分并入)和华西大学(后来汪借读该校并在该校毕业)

校史、四川暨成都的党史，找不到关于汪声和的只言片语。我求助知情者苏良沛先生，他告

诉我，有一本《朝明学术研究社革命斗争史稿》上面有记。我终于找到那本由一批老同志自

费编印的小书。书的前言写道：  

——这本“朝明社斗争史”，……反映了 40 年代中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国民

党反动统治心脏地区——成都的一群富有革命理想的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沸腾的斗争生活。现

作为内部史稿，敬献给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朝明社烈士们，并纪念朝明学术研究社成立四十

周年——  

书中一篇重要文章是《悼念我们亲密的战友汪声和烈士》，文中写道：  

l943 年他考入齐鲁大学经济系，一面工作，一面上学。同时从事学生运动，进行革命

活动。1943 年经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的地下老党员陈甫子(陈宝珊、陈富梓)的介绍，加入

了共产党，以后他一直帮助陈甫子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甫子的事功，载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上海民用航空志》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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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民用航空业中，……抗日战争期间，……欧亚航空公司(简称“欧亚”)、中央

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内有地下党员陈甫子(陈宝珊)、金铿(金汉明)、冯谦(后退党)。  

汪声和或许就是在陈甫子直接领导下的一位与中共单线联系的党员。  

汪声和同志是朝明学术研究社最早的成员和筹备人之一。……在朝明社从事的学生运

动，领导同学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起了很好的影响和骨干作用。……在齐鲁大学学

习期间，积极选修朝明社指导彭迪先、黄宪章等进步教授的课程，对经典著作爱不释手。经

常和同志一块研琢。他和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弟弟汪声鸣都有电器方面的技术知识。由于

家乡沦陷，生活穷困，二人靠勤工俭学读书，利用节假日、星期日为学校及同学修理电器，

以微薄收入补助学习费用。  

在齐鲁大学发生的几次革命斗争中，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反对

国民党校长汤吉禾、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齐鲁文摘》事件等，在党的领导下，汪声和

同志都站在斗争的前列。由于斗争的胜利，他在学生中也享有较高的威信，1945 年被选为

学生自治会主席。在一个有 81 年历史的著名的教会大学第一次为进步势力夺取了学生自治

会的领导权。党通过学生自治会领导的校内各类进步活动十分活跃，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学

生群众积极参加各次革命活动。因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组织反动势力，进行了对

汪声和和陈嘉勋(陈旗海)同志的激烈围攻。说他们“为共产党宣传”，是“赤色帝国主义分

子”，要汪下台。但汪、陈等在党的领导下，在全校进步同学和华西坝各大学进步力量的声

援下，进行坚决斗争，反动势力的阴谋终未得逞。  

我注意到两点，一是文中汪声和勇立潮头的大无畏精神与那时党的白区工作纪律不尽

吻合。成都自 1940 年的“抢米事件”发生后，中共川西特委遭到很大的破坏，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南方局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文中是不是有过当之处？其二他当年的住地——商业街美军

招待所也是苏联援华飞行员及其他外事人员聚会的场所(后来是“励志社”旧址，现在是四



川省委大院。——作者注)，反动势力说他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究竟是无中生有，还

是他与苏联共产党也有某种联系？  

1946 年夏，齐鲁大学复员回济南，汪声和转华西大学借读。由于他热爱戏剧，作为特

约演员参加成都太平街中国艺术剧团的开台戏《清官外史》的演出，后又参加了华西坝各大

学组织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垒》的演出。他参加演出从不挑选角色，

态度严肃认真，深得导演肖锡荃的赞许。  

甘克俊的讲述也证实了汪声和热爱表演艺术。1945 年下半年华西坝演出了曹禺先生的

《雷雨》，演员几乎全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她清楚地记得饰繁漪的是刘玑昌，饰周萍的是郎

新康，汪声和饰演鲁贵……她还参加过对台词：  

我和汪声和是认识较早的同学，高中会考，我数学不及格。上了大学还得补考。这事

汪声和帮了我的忙。后来，他给我写过信，写过好多封不记得了。但最后我都全部退还他了。

那时我还没开窍，给他的回信是抄的一些名著上的句子，大意是该趁着年轻多学些本事。他

对此感到沮丧，此后我们就只是一般的同系同班同学。  

那时，救亡和读书、革命和恋爱是坝上的多声部合唱。  

在此期间，汪声和结识了成都艺术剧团的基本演员裴俊(裴哲镜)，后来他们结了婚。  

他大学毕业后，偕夫人到了武汉，1947 年 8 月到上海。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他进入国

民党民航局任电台台长。上海解放前夕，党派他到台湾去工作。虽然任务艰巨，环境险恶，

但他毫不动摇，毅然偕同夫人裴俊同志一起去了台湾(《悼念我们亲密的战友汪声和烈士》)。

  

按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东方地平线一抹红霓。但就在黎明初曙时，他们又临危

渡海，潜入台湾，肩负着重大使命。  

台湾赴刑就义  



在国民党仓惶逃到台湾之初，对进步势力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血腥的镇压。汪声和和

夫人不久一起被捕。在临难时，他视死如归，从容自若，频频向其夫人点头致意，一同英勇

就义。  

后经陈甫子同志向党汇报，组织上追认他为烈士。(《朝明学术研究社革命斗争史稿》，

1987 年，北京)  

这段叙述过分简略，且汪声和夫妇刑场就义的叙述，很可能是依据小说或电影情节的

推想。当时台北的恐怖刑场，谁又可能身临其境？  

1990 年代初，台湾的部分档案开始解禁，这件事的真相逐渐浮出。在台湾公布的情治

单位编印的《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李敖审定的台湾当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

王欢结集的《烈火的青春———50 年代白色恐怖证言》等书中，都记载了“苏俄国家政治

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及其历史背景。其中在沈怀玉撰写的《苏联间谍

案》(《台湾历史辞典》“苏联间谍案”；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

集，1991 年)一文中这样写道：苏联间谍案汪声和，北平人，齐鲁大学毕业，原担任航空公

司无线电报务员，受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GPU)吸收，1949 年 2 月与其妻裴俊(28 岁，四川

人)来台，联络李朋(32 岁，天津人，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美军翻译，纽约时报记者，来

台后任省政府新闻处秘书)。1949 年 5 月情治单位侦破汪声和与苏联通讯，1950 年 3 月在台

北市厦门街逮捕汪声和夫妇后，循供逮捕李朋，因此案牵连者有黄珏、黄正姊妹等共 16 人。

1950 年 8月 12 日判决，李朋、汪声和、裴俊、廖凤娥等 4人判处死刑；潘申庆、廖干元、

李光国、黄珏、黄正等 5 人判刑 10 年；郝侃曾等 5 人各判 7 年、2 年徒刑；李宝谦、庄汉

江交付感训。  

汪声和夫妇被捕的经过，在上个世纪末魏大铭写的一本回忆录《无形战争》中，曾有

详细的记载。魏是戴笠手下的红人，是掌控电讯情报部门的头目，抗战情报战中曾起过作用。



1949 年 7 月，撤到台湾后，魏大铭是台湾国防部技术实验室主任，是蒋经国麾下的“政治

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在书中写道：  

1950 年 2 月，他所辖的台湾情治部门从电讯监察上查获，台北厦门街 133巷 9 号附近，

有一电波很强的秘密电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监控，终于以电讯测向交集点下，锁定二三户日

式住宅为目标。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借口入室查看，并无所获。

最后魏大铭亲自出马，重点搜查其中一户。他们从天花板、墙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没看

出半点疑窦，就在要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突然发觉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特

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下令打开，里面是套强力收发报机。  

这正是汪声和的家，原来，汪声和直接受命苏联海参崴第三国际(按：魏大铭原文如此，

但第三国际已于 1943 年解散，疑指其后继机构共产党情报局)。  

1949 年，汪声和奉命先赴香港，会合裴俊，假民航局人员撤台之便，混进台湾，亦建

立了秘密电台，直接向海参崴和赤塔通报，甚至与中共大陆都没有联系。那时，第三国际类

似全世界共产党的总指挥部，各方情报汇集，直接供给莫斯科中心。斯大林对美国在远东的

军事力量疑惧极深，深恐与美国直接冲突，引起大战，所以任何有关台湾的情报都极有价值。

这一电台被破获，顿时切断了第三国际与台湾惟一的情报来源。  

当时台湾保安司令部喜出望外，拟即刻披露案件，以耀其功。魏大铭急急阻止，对外

不露声色。他安排继续和海参崴方面保持通讯，抓住机会全力灌输美军已经在台的假相。这

样保持通讯达 6 个月之久，真真假假，使苏联疑惧不定……(黄惟峰：《军史回眸———台

湾如何度过 1950 年危机》)  

谍报人员，一辈子都生活在阴影中，以上转述魏大铭书里的内容，自然难判虚实，只

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1950 年代初的白色恐怖  



1950 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既要应对大陆军队的进攻态势，又得整治几乎失控的

社会秩序，全岛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加强军事防务；

同时整合特务机关，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对台湾中共地下党进行破坏，对当地原住民

实行高压。据《战后台湾及国府重要记事》披露，1950 年上半年间，罹难的政治犯就有：1

月 10 日“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的妻子区严华被以参加共产党罪名枪决；  

1 月 29 日刑警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干部 2 人被处死；  

2 月 18 日，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匪谍案被捕，共 10 人，6 人死刑；  

3 月 11 日，国府宣布侦破台中地区工委会张伯哲等叛乱案，被捕 63 人，7 人死刑；4

月 25 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台中武装工委会简吉、林瑞昌案(11 死、10 刑)；4 月 27 日，

台湾工委会中部山地林禄山案(2 死、13 刑)；5月 8 日，中共中央社会部苏艺林案。国防部

中校参谋苏艺林等 30 人被捕，18 人死刑；5 月 13 日，国府宣布，侦破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秘

密组织，逮捕蔡孝乾等 21 人。同日，台湾工委会铁路工人组织案，台北机务段共有 25 人被

捕，5 人死刑；……7 月 17 日，《中央日报》社论称，“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

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

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  

三天后，汪声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廖凤娥被判处死刑；9月 6 日，4 人在马场町被公

开枪决。台湾当天的《中央日报》刊发了新闻。  

对那场血腥的白色恐怖，台湾作家江南曾有过分析：  

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

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

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

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绝不

留情一个……(江南：《蒋经国传》，第 235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其实，台岛的国民党政权除了“安内”，还有一个亟待“攘外”的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美苏两国都趁机扩大势力范围，自始就尖锐对立。美国 1947 年 3月发表“杜

鲁门主义”，依靠原子武器对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围堵政策”。苏联则以“共产党及劳动者

情报局”予以对抗。这就是自 1945年战后一直继续到 1960年初的“冷战”的开始。原来以

宣扬民主、维护人权为理念的世界机构——“联合国”，已成为美苏两超级大国进行“冷战”

的国际角逐场。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初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退是腐败无能所致。美国国务院在 1

949 年 8 月 5日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指出蒋家政权的腐败无能，并重申将不再介入国共

内战并终止对蒋援助。1950 年 1 月 5日，杜鲁门为了阐明政府的基本方针，对新闻记者发

表了“台湾不干涉声明”……  

就在民主党的杜鲁门政权决定放弃台湾的同时，美国共和党在国会积极策动麦卡锡主

义。1949 年 12月 7 日，美国参议院议员法加逊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发表谈话：“无论如何，

美国必须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若是容许中共占领台湾，整个太平洋防卫线将趋崩溃。美

国应该像对苏联封锁柏林时采取空中输送那样，竭力确保台湾才是。”(日本《读卖新闻》1

949 年 12月 9 日)为争取国会的多数支持，确保民主党在大选中继续执政，杜鲁门不得不采

取妥协政策，继续对台湾的蒋政权给予经济援助。  

1950 年 2月 14 日，中苏两国发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结盟后将在“国际

上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面对中苏结盟，杜鲁门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

略地位。这年 6 月 2 日，国务卿艾奇逊强调定要防止共产主义在国际上的伸张时，强调美国

有必要确保台湾。杜鲁门改变对台政策，为防止中共的进侵而决定加强台湾防卫。  

这种背景下，台湾于 1950 年 9 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的所谓“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

案”，并由此抛出的“控苏案”，便成了国民党政权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作者：岱

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