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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支部

一支高效情报组织，要有一
位高级负责人，具备良好的教
育、专业的训练、渊博的学识、缜
密的思维、广阔的视野、繁多的
技能。然而这对我们故事的主
人公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奢
望。

许天民，原名许守谦，1917
年3月出生在河南省卢氏县文峪
乡大石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5岁丧父，哥哥夭折，生活陷
入绝境，幸为伯父照顾才得以活
命。从13岁起，他就挑起全家的
重担，开始肩挑叫卖，勉强糊口。

1932年11月，红三军转战到
卢氏大石河一带，因病掉队的红
军战士吴廷贤流落当地，给他以
革命启蒙。1934年12月，红二十
五军长征路过大石河，再次给许
天民留下深刻印象。1935年，他
以经商为名，只身在豫陕边寻找
红军未果。1938年，许天民等结
伴到西安寻找去延安的途径，结
识了中共洛师党支部书记张象
文。在他的推荐下，陕州地下党
负责人赵群一和省委巡视员赵
致平先后和许天民见面。经过
严格考察，1939 年 8 月 16 日，赵
致平和陈芝汉约许天民、张大伦
等4人在南苏村附近洛河边的一
个桃园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
式。不久，经组织安排，许天民
到国民党营子联保处任书记（文
书）。9月，他在赵致平主持下正
式建立了中共营子支部。中旬，
在营子小学正式成立中共卢氏
县委。许天民在斗争中逐渐成
熟，经常出色完成县委交给的重
要任务。

1940 年 2 月初，卢氏县委选
派许天民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
分校”学习。1940年9月，学习结
束后，被派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

“涡阳通讯分处”，从事地下工
作。经过努力，许天民取得国民
党的信任，把许多重要情报秘密
传回根据地。一次，许天民获悉
骑兵第八师马彪部协同汤恩伯
指挥的快速纵队，向蒙城以北发
动袭击，妄图消灭新四军主力。
许天民迅速送出情报，使我军快
速转移，转危为安。当时工作处
境极为恶劣，领导机关驻地变动
很快，情报人员进入根据地往往
找不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
为避免失时误事，许天民和涡阳
联络站长吴宪共同研究出不见
面的情报交接办法，确保了情报
顺利交接。

许天民的情报工作，使新四
军第四师安全到达鲁东开辟新
的根据地，得到陈毅军长的高度
评价，并要求全军学习推广。

1941 年初，以许天民为书
记、朱晦生为副书记的“苏鲁豫
皖特别支部”在周口成立。许
天民委派朱晦生、王奇、刘东海
三位同志，打入以汤恩伯为主
任的“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
领导机关及部分部队，掌握了
国民党军队的整体情况和实力
以及军统特务在豫皖边区的活
动情况。为更好开展工作，在
周口剪股街 11 号办了一个杂货
店，成了“特支”建立的第一个
地下情报联络站。1941 年春，
蒋介石调集 20 余万大军，向豫
皖苏边区涡北根据地猛扑过
来，企图配合日军大扫荡歼灭
我军。根据许天民提供的情
报，新四军主动撤离根据地，汤
恩伯的反共计划彻底破产。后
来，许天民又在周口山货街 64
号开办“永大皮件庄”，作为另
一个秘密联络点，同新四军第
四师、第五师、豫东特委、郑州
和重庆等地进行联系。1943 年
5 月，许天民代表“特支”去大别
山鄂豫皖区党委汇报工作，鄂
豫皖边区党委将“特支”改归鄂

豫皖边区党委领导。9 月，许天
民任豫东地下党特派员。

许天民负责豫东地下党工
作后，“特支”通过打入敌人内
部，搜集了第一战区、特别是国
民党第四十六军在鄂豫皖边区
活动的重要军事情报，送给鄂豫
皖区党委。1944年春，日军向中
原发动进攻，汤恩伯不战而逃，
设在周口的秘密工作据点——
永大皮件庄被日军没收，许天民
暂避淮阳。8 月来到临泉，在界
首镇建立了新的秘密工作联络
点，对“特支”成员打入全国各个
战区的要害部门发挥了重要作
用。

1945 年，“特支”先后两次
派人到皖北曹市集和濉溪口等
地，向新四军第四师负责人吴
芝圃、张震、徐启光、王子光等
汇报工作，请示有关问题。新
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
派张荣华到界首，担任四师领
导机关与“特支”专职联系的秘
密政治交通员。不久，张荣华
带来吴芝圃的口头指示，要求
许天民安排时间亲自到根据地
汇报工作。

宿南战役的谍战大剧，就此
拉开序幕……

特殊任务

1945 年 5、6 月间，许天民遵
照吴芝圃的指示，来到安徽省太
和县。由大朱寨出发，经过涡
阳，北渡涡河，在龙山集、曹市集
一带找到了新四军第四师司令
部的领导机关，见到了新四军第
四师政治部主任（兼淮北区党委
第二地委书记）吴芝圃，以及淮
北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王子
光。

这是许天民多年来第一次
向四师领导汇报工作。他像失
散的儿女重见亲人，心情异常激
动。

许天民一进门，迎面看到墙
壁上挂着一张新四军四师师长
彭雪枫的遗像。那威风凛凛、严
谨潇洒的英姿仍似生前，那谆谆
教诲、激动人心的话语言犹在
耳。许天民沉痛地低下头来，向
为国捐躯的彭师长默哀。

目睹此情此景，吴芝圃虽不
说话，也是心潮澎湃。

许天民抬头再次瞻仰遗像，
眼睛已经模糊不清。这时吴芝
圃开始说话了，他说：“彭师长是
我军杰出的将领，是第四师的英
明领导者。我们失去了他，都感
到万分的悲伤。这是蒋介石发
动反共内战、制造分裂夺去了他
的生命，这笔账我们是要记下来
的。流泪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我
们要忍住悲痛，奋勇前进，把我
们肩负的任务完成得更好，这才
是我们对敬爱的彭雪枫同志最
有实际意义的悼念。”

吴芝圃、王子光招呼许天民
坐下。许天民开始汇报“特支”
的基本情况，以及两年来同大别
山第五师、鄂豫皖区党委联系的
工作情况。

当他汇报到“特支”领导下
的王奇同志，现在孙疃集汪伪第
十五师窦光电部任上校参谋长
时，吴芝圃高兴地说：“这个同志
所处的地位很好，很重要。我们
正要拔掉敌伪在孙疃集这个拦
路钉子，急于要弄清楚他们的兵
力部署、工事构筑、炮火配置等
具体情况。你来得正好，就请你
先去孙疃集一趟，与王奇取上联
系。要他把上述有关的军事情
报，尽快地搞好报回，要尽量地
搞详细具体。”

许天民这才知道，吴芝圃布
置的情报任务，与新四军正在发
起的宿南战役密切关联。

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挥师
津浦路西，基本恢复了原豫皖苏
边区的失地，但是伪军暂编第十

五师窦光电部仍盘踞宿西南地
区。

所谓和平建国军暂编第十
五师是汪伪在淮北津浦路西地
区的主要武装力量。1939 年初
该部成立时只有二三百人，称
为豫皖剿共军。1940 年 8 月汪
伪政权成立后，将该部编为和
平救国军苏豫边区总司令部第
三军。1943 年 11 月，缩编为暂
编第十五师。1944 年伪十五师
发展到 4000 余人，盘踞在津浦
铁路西侧的淝河与浍河之间，
控制着宿南地区水陆交通，“蚕
食”抗日根据地。他们设立基
层政权，抓丁拉夫，催逼粮款，
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广大群
众热切盼望新四军早日收拾这
帮汉奸武装。

1945年春天，新四军四师主
力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向日
伪军据点发起攻势。此时伪十
五师师部驻宿县孙疃集（今濉溪
县孙疃镇），所辖伪军分驻在任
集、界沟集、袁店集等据点。

1945 年 5 月，津浦路西第二
军分区主力包括第十一旅和九
旅一部，在新四军第四师参谋
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张震指挥
下，开始向宿西南地区伪军第十
五师发起攻击，史称“宿南战
役”。

大战一触即发，情报刻不容
缓。从龙山集、曹市集到孙疃
集，许天民多年前就曾跑过，虽
然如今情况变化，好在这条路并
不太远。接到党交给的任务，他
的心情极为振奋，开始筹划次日
的行程。

两入虎穴

次日一早，许天民起身东
行，中午11时左右到了曹市集。
他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随即向
东北方向前进，日落时分赶到了
孙疃集。

此时涡北根据地已经全部
恢复，新四军四师部队经常从津
浦路东向津浦路西穿越而过。
驻孙疃集的敌人异常恐慌，孙疃
集据点加固了围墙，挖深了寨
壕，修筑了碉堡，架上了鹿砦，防
守检查甚严，一般人未持宿县的

“良民证”不准进入。许天民来
到孙疃集西门口，即被守门警卫
挡住，问他从何地来。

“从蒙城。”许天民答。
“到什么地方？”
“就到孙疃集。”
“身份证呢？”
“我未带身份证”，许天民

说，“我是来找王奇参谋长的，他
是我的老上司，他要我来这里做
事。”

卫 兵 又 问 ：“ 你 叫 什 么 名
字？”

“我叫卢石（是与王奇约定
的化名），请劳驾给我禀报一
声。”卫兵要许天民在寨门外等
候，其中一个进入寨内。不一
会，王奇同一个士兵一起来到寨
外，一见许天民就高声地说：“老
弟，你怎么这时才来呀？我等你
好久了。”

许天民抱歉地说：“参谋长，
对不起，我的罗嗦事很多，一时
处理不完，因此，叫你久等了。”

王奇一边说，一边招呼许天
民进寨。许天民跟随王奇来到
一个院落内。勤务兵端茶送水，
盥洗之后，端出饭来。吃过晚
饭，许天民发现有一个老人和王
奇住在一所房内。

许天民低声问王奇：“我们
谈话方便吗？”王奇说：“晚上叫
老头搬到别处去住。”许天民说：

“这样太失礼了吧？”王奇说：“没
有关系，他是窦师长的远亲，从
东北来此不久，给他一个上校参
议的头衔，是吃粮不干事的。因
为都是东北同乡，和我挺合得
来，我有客人，他会乐意让出住

房的。”
当晚，许天民向王奇传达了

吴芝圃的指示，要求提供孙疃集
的驻军人数、工事、炮火、布防等
详情。

王奇说，伪军第十五师有三
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
营，一个特务连，一个通讯连，一
个搜索连，一个卫生队，全部兵力
不超过五千人。孙疃集为其防守
重点，除司令部驻此外，还驻了一
个整团，另一个炮兵营，共有重炮
四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九
百支，全部人数（特务连、卫生队
在内）不过一千一百人。此外，一
个团驻宿县，一个团驻符离集。
因为其主要任务是防共产党的，
所以精锐力量都布置在孙疃集。
工事方面，围墙曾加固过一次，四
周都筑有土碉堡，西门两侧各有
两个暗堡，和围墙上的土堡构成
交叉火网。东南、东北两角因背
向宿县，设防较疏，如有战争发
生，驻宿县和符离集之援兵两小
时即可到达，故所留空隙较大，是
个攻击的弱点。介绍情况后，王
奇还用信纸还画了一个布防设置
略图。

第二天，王奇领着许天民到
孙疃集周围察看情况。只见围
墙很低，寨沟约一公尺深，干涸
无水，壕外架有稀疏的鹿砦，看
来并无险可据。

当天下午，王奇领着许天
民来到孙疃集东南五华里处一
个小村庄（庄名孙家井），并告诉
他，自己以参谋长的职权委托当
地一青年开了一所盐厂，据说生
意颇为兴隆，每日可赚联合币数
千元，将来经济就不致发生恐慌
了。更重要的是，这个青年思想
进步，忠实可靠，有必要时，可以
叫他到西边（指新四军根据地）
递送情报。

第三天，许天民带着情报原
路返回了龙山集，向吴芝圃汇报
了王奇提供的情报，以及亲眼所
见伪军的布防情况，吴芝圃甚为
满意。

吴芝圃当即指示：“拔掉孙
疃集这个钉子，就扫除了我们
过路的一大障碍。如果在战斗
打响时，要王奇把变化了的情
况再设法送出来，那样的情报
就更准确及时了。你还要再去
一趟和他商量，要他作这个思
想准备。”

思考片刻，他又说：“你再
见到王奇同志把任务交代清楚
后，不必再来龙山了，因我们的
住址不固定，你可以南渡涡河
直接回去。经过蒙城县委（驻
在乡村的宿蒙县委）时，可以把
与王奇联络的情况告诉县委主
要负责同志，我这里会通知他
们接应你的，他们也会把情况
告诉我的。”

按照上级要求，许天民必须
再次进入孙疃集。当时王子光
正好要带一名警卫员到曹市集
以东工作。为节约时间，王子光
顺便带着许天民骑马同行。当
天上午八时左右，三人就赶到曹
市集东边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驻
了新四军一个团，团长名叫罗杰
（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第十
一旅三十一团团长、第二军分区
司令员）。三人一同去该团吃了
饭，随后罗杰派人送许天民过了
危险地带。临行前，王子光告诉
许天民，今后联系的通讯地址是
萧县的小王寨。

当天下午二时，许天民再次
赶到孙疃集。到了寨门没等卫
兵开口，他就先说自己是来找王
参谋长的。卫兵问他有何证明，
许天民自称昨日从这里出去，为
王参谋长办点事，现在事办完就
回来了。卫兵未再多问，就放他
进寨了。许天民很快找到王奇，
传达了吴芝圃的指示。王奇随
即表示：“这是党对我最大的信
任，也是我的无上光荣，我绝不
辜负党对我的重托，坚决按照指
示完成任务。”

寻找县委

次日，许天民遵照吴芝圃的
指示，不再去龙山集，直接由孙
疃集南下。大约走了三十华里，
在一座村庄里看到一个税务所，
急忙上前打听宿蒙县委的地址。

当时，税务所里坐着一位中
年人，大约四十岁左右，颈项上
有一道枪伤痕迹。许天民心想，
这肯定是一位老干部，顿时产生
一种信赖的感觉。许天民上前
一步，低声向他打听道：

“同志，县委在什么地方？”
“你找县委什么人？”他反

问。
“我想通过县委找一下地委

吴书记。”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是河南同乡。”
“你从什么地方来？”
“南宿州。”
“到何处去。”
“到蒙城。”
“你找吴芝圃，为什么去蒙

城找呢？”中年人怀疑了。
许天民对这里的道路不熟

悉，答复得有些搪塞和勉强，对
方以为他是坏人。

中年人说：“你问的事情我
不清楚，我找一人向你说。”他边
说边往里面走。不一会儿出来
四五个青年人，手中端着三八步
枪，见了许天民不由分说，就把
他捆了起来。

许 天 民 忙 说 ：“ 这 是 为 什
么？要我到哪里去。”他心里顿
时闪过一丝惊慌。因为这一带
是宿蒙边界，是敌、伪、顽和土匪
出没的地方，也是根据地的边沿
地区，自己可能错把顽、伪的税
务所错当作根据地的税务所
了，不然，为何一提起吴芝圃的
名字，对方怎么就把自己绑起来
呢？

中年人说：“不用多问，到县
委你就知道了。”

听到这里，许天民顿时豁然
开朗。因为“县委”这个词只有
根据地才用，敌人方面是没有这
个称谓的。他又想，如果真送到
县委，那是再好不过了。

谁知道押送者来到一个村
庄，却要许天民去见一位在此养
病的邵科长。据说这位邵科长
是管财务的，在此地养病也兼管
这个税务所。

许天民听说对方是位科长，
也就实话实说了。他自称是在
敌区工作，来根据地是汇报请示
的。

邵科长质问道：“你说你找
县委谈工作，你连县委的人一个
也不认识，岂非怪事？”

许天民说：“县委同志我确
实不认识，我只是想通过县委问
清司令部的驻地。”

邵科长说：“既然如此，你还
是到县委去吧！到那里可以解
决你的问题。”

许天民听到这里，感到对方
毕竟是县里的负责同志，应该比
较通情达理，随即向邵科长提
出，请他解除自己的绳绑。因为
这条新麻绳硬度很大，自己确实
有点受不了。

但邵科长答复得很干脆：
“县委离此不远，走田埂直去（那
里是乡村，没有大道，只能走田
埂），一小时可到，请你再委屈一
下吧，到县委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的。”

听了这话，许天民大失所
望，只得忍着痛苦，跟着押送人
员，向毫无所知的地方走去。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又来到
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没想到接
收机关竟然不是县委，而是公安
局。

一位满脸黑胡须的史局长
前来问话，他把许天民端详了好
一阵子，问他是不是姓“许”。

许天民答：“是的。”
史局长随即对押送人员说：

“押犯我收到了，你们可以回去
了。”

押送人员走后，史局长就
给许天民松了绑，并告诉他：

“我们前几天接到吴芝圃书记
通知后，昨天我就和段佩明书
记在大路上等你一天。因为没
有等到你，以为你是过去了，所
以今天未再去，致使你受了委
屈。”

许天民这才知道，吴芝圃通
知县委的时间早了一天，以致阴
错阳差，未能碰面。许天民把与
王奇联系的情况向史局长说明，
史局长又请来段佩明（宿蒙县委
书记），双方见面交谈。午饭后，
史局长把许天民送出村外。他
就取道蒙城，赶回太和去了。

许天民回到太和不久，就获
知新四军收复孙疃集、全歼伪十
五师的消息。

从1945年5月21日至7月1
日，新四军先后攻克伪十五师 3
个据点，迫退 2 个据点。8 月 20
日，新四军攻克了伪十五师师部
孙疃集据点，标志宿南战役全面
胜利。该役收复了浍南、涡北广
大失地 5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
民20多万，是新四军第四师与伪
军进行的重大战斗之一，获得新
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首长通电嘉
奖。嘉奖电称：“我十一旅主力
及九旅一部，对宿南伪15师窦光
电部连续予以严重痛击，斩获人
枪千余，扩大了解放区，捷报传
来，甚堪嘉慰！希继续努力，并
代为对是役负伤同志致深切慰
问。”

宿南战役捷报频传，许天民
倍感振奋，他深知陈毅军长嘉奖
的，不仅有前线将士，也有“特
支”情报人员，尤其是王奇同志
战前提供的可靠情报起了很大
作用。

英名永存

在宿南战役中建立功勋的
王奇同志，究竟如何成为中共情
报人员，又有着怎样特殊的经历
呢？

在许天民的回忆中，王奇是
吉林长春人，约 1905 年生，时年
四十岁，身躯高大，体格健壮，朴
实纯厚，忠诚谦和。早年上过中
学，在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抗
日联军马占山部少校参谋，后到
苏联留学，归国后任蒋军第九十
二军上校团长。抗日战争期间，
这支军队被打散后，王奇在1942
年被编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
军上校附员。

1943 年冬至 1944 年春，王
奇进入河南漯河“鲁苏豫皖四
省边区党政分会”所举办的“将
校训练班”受训。王奇在汤恩
伯的“将校训练班”期间，与中
共“特支”打入该班的朱晦生是
同学，两人思想接近，交谊甚
笃。王奇热情诚恳，嫉恶如仇，
坚持收复失地，抗战救国，反对
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
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对国民党
政权的贪污腐败极为不满，立
志在抗日战场上作一番事业。
在这样的思想的基础上，进而
在朱晦生的教育引导下，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

朱晦生、王奇参加的“将校
训练班”学员，来自国民党各个
集团军和军、师一级部队编余、
赋闲及待命人员。他们都自认
对抗战有功，为蒋军流过血汗，
现在却失宠被弃，投闲置散、备
受冷落，因此牢骚满腹，怨天尤
人。朱晦生、王奇利用这一良
机，多方交友，谈心聊天，吃吃
喝喝，联络感情。通过广泛接
触，收集到不少军事情报，弄清
了各自所在部队的历史沿革、
兵员素质、作战能力、军纪风

纪，及其主要指挥员的作风、特
点等等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虽
然不是现实情报，但对掌握敌
人实力来说，一般是不易找到
的。

1944 年春，经朱晦生介绍，
“特支”研究批准王奇为正式党
员。王奇受汤恩伯之命赴皖北
时，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掌
握武装，搜集情报，长期埋伏，等
待时机。”他忠诚地执行了“特
支”交给的任务。毕业后，汤恩
伯委任他为皖北游击总队司
令。王奇在赴任途中，遇到同乡
好友、汪伪部队第十五师师长窦
光电，邀请他担任该师上校参谋
长，驻地在安徽宿县附近的孙疃
集一带。

1945年夏，汪伪第十五师在
孙疃集被新四军全歼后，王奇乘
机逃离该部。此时他找不到组
织关系，仍按原来“长期埋伏”的
工作原则，又到蒋军中报到，后
被编入国民党廖耀湘的新一军
第五十师任上校军官队长。解
放战争开始，被调到东北驻防沈
阳飞机场。沈阳解放时，他在机
场起义，但在当年“左”的思想指
导下，未按起义人员落实政策，
而被遣散回家。王奇始终未暴
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因此，一直
被作为敌伪人员对待。为了生
活，他出卖劳力，拉过板车，辗转
多个工厂当过工人。“文革”期间
惨遭迫害自杀。

许天民从 1940 年只身被派
入敌后战场，巧妙周旋于日、
伪、顽之间，从一个人发展为新
四军第四师领导下的特别支部
和华东野战军直接领导的徐州
工委，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同志
战斗在隐蔽战线上。许多同志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却
因伪、奸、特各种掩护身份，在
历 次 政 治 运 动 中 蒙 冤 受 屈 。
1984 年，许天民离休后亲自调
访，向有关领导机关写出了报
告，请求给予审查纠正。经过
多方努力，国家安全部落实政
策办公室根据中央精神，落实
了党的政策。1989 年，王奇同
志由国家安全部给予平反，恢
复了名誉。并予优抚其家属子
女，作了妥善安排。

2004 年 2 月，许天民走完了
光辉而曲折的一生，在广州病
逝。相山为碑，浍水作证，淮北
人民永远铭记和怀念情报战线
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委
员、中央调查部党委书记、部长
罗青长高度评价“特支”的工
作。他说：“苏鲁豫皖特别支部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很
多同志在获得情报、策反敌人、
瓦解敌军方面，无论是在中原、
华东，以至延伸到华北、东北，都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战争
环境中，在四省毗连这么一片地
方，60 多位同志互不联系，上级
领导又经常更换，在经常失去联
系，经常失去党的领导的情况
下，同志们能从大局出发，各自
为战，并作出成绩，这是很不容
易的。……我们要用苏鲁豫皖
的战斗精神，教育青年，教育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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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支英雄辈出的队伍中，既有逢敌必亮剑、沙场立殊勋的勇士，也有孤身取情报、虎穴建
奇功的智者。他们是乌云中的风筝，隐身于日伪顽敌内部，千方百计为我党收集情报；他们是刀尖上的舞者，游走于各方
势力之间，为夺取抗战胜利倾尽一切。

1945年5月，在今淮北市濉溪县南部地区发生的宿南战役中，就有许天民、王奇两位杰出代表，他们传递的特殊情
报，书写了一段淮北抗战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