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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北

建西安特科A

王超北又名王琪，化名庞智，陕西
澄城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工作，负责管理省委的秘密文件、资料，
并在杨虎城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
民（中共党员）的卫士营任军需主任，从
此进入秘密战线。

王超北任军需主任后，因有良好的
社会身份作掩护，在西安建立了广泛的
社会关系，熟悉西安社会环境，这对完
成情报系统交给的任务有着特殊的便
利条件。1931 年，他开始担任中央特科

（军委）陕甘特派员。他不负重托，在极其
严峻的形势下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
交付的各项任务。

中央特科派给王超北的任务主要
包括：搜集杨虎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
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军事
部署情报，全力支援陕北红二十六军和
川北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建立

上海中央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与川北红
四方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等。
当时，国民党在陕西、甘肃、四川境内派
出十余支军事力量“围剿”陕北红二十
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各地方的地主
民团和武装力量也在协助国民党进攻
红军，他们把陕北和川北的红色区域包
围得水泄不通。严密的层层封锁弄得路
断人稀，大有插翅难飞之势。王超北就
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接受任务的。他
深知，要完成中央特科安排的任务，不
能没有一支自己的情报队伍。于是，他
着手建立秘密情报组织——西安特科，
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壮大这支部队的
工作中。用自己的汽车为部队搞生产，
积蓄钱财改善部队的交通工具和通信
设备；资助学生进无线电学校学习，为
党培养和储备电台工作干部。为随时掌
握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动向，他贯彻“长
期埋伏、稳扎稳打、严守机密、不许暴露”

的方针，尽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公
开合法身份。通过精心策划，他委托张
汉民在杨虎城机要处搜集蒋介石“围
剿”红二十六军的情报，并派另一位同
志在陕西民团指挥部搜集民团与国民
党军“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四方面军
的相关文件资料。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超北一度公开
了身份。1937 年夏，考虑到他在西安已
无正式可供掩护的工作，党的情报机构
通知王超北交出西安特科的组织和工
作关系，调他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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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领域素有“南潘北王”之说，其中“南

潘”指的是潘汉年，“北王”则指王超北。王超北长期从事秘密战

线工作，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

政治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被毛泽东称为

“无名英雄”。

王超北：
毛泽东称赞的“无名英雄”

1939 年，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安情报
处，王超北任处长。经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同志同意，王超北建立了西安情报处
的秘密地下工作室和联络站。

当时，秘密工作室建在西安市大莲
花池街 7 号，设计构造复杂，修建得很
完备。地面是四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地
下是长约 200 米的纵横交错的地道和
地下室。地道有三个秘密入口、两个秘
密出口，道路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曲折
蜿蜒，人在地道走，腰是直不起来的。地
下室离地面约有五六米，全用灰沙砖砌
成，里面有两个窑洞，一个用于印刷文
件，一个用于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里有
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
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
安全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此外，
他还特意挖了两口水井，一口供传达消
息之用，一口供销毁文件之用。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西安市政府
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社会
人士在西安各地开设茶社。当时，王超
北正考虑增加一个可以同各方面进行
广泛接触的联络站，便借此机会安排情
报人员以股东身份竞标处于闹市区的

莲湖公园。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因为
莲湖公园内游人多，除普通百姓外，国
民党军政人员也常到园内游玩、吃饭和
聊天，便于地下党从中收集情报、观察
动态；二是公园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也有助于解决情报处的经费问题。1945
年 5 月，茶社正式开业。王超北请国民
党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周体仁题
写了“奇园茶社”的匾额，起到了很好的
掩护作用。他还请社会知名人士薛定夫
先生写了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上联：
奇呼？不奇，不奇亦奇；下联：园耶？是
园，是园非园；横批：望梅止渴。奇园茶
社由于“经营有方”，不仅“财源茂盛”，
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党的许多机密工作
任务。当时，数以百计在国统区遭到国
民党缉捕的同志，通过奇园茶社与组织
取得联系后被安全护送到延安。西安情
报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打入国民党要
害部门的地下党员，也通过奇园茶社向
上级党组织传递情报和请示工作。党中
央的许多重要指示也通过这里传递给
西安地下党组织。

据王超北回忆，西安解放后，彭德怀
曾陪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到大莲花池街 7

号参观。从地下室出来时，彭德怀一边喘
气一边说：“这个地下秘密室，曲里拐弯，
设计巧妙，这是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
进行艰苦奋斗的一个历史见证。”

1948 年 8 月 ，王 超 北 经 过 多 方 努
力，获取了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
中”的战略情报。这对党中央和毛泽东
抓住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及时调整兵
力，作出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很重视
王超北提供的情报，对身边工作人员
说：“庞智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
议上也称赞：“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
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他 曾 担
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西安市公安
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
五 金 矿 产 进 出 口 总 公 司 顾 问 等 职 ，
1985 年 10 月在北京病逝，终年 82 岁。
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
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
圈，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习仲
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

吴文珑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衡量一支军队
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就是“急行军”的能
力。确切说，军队能不能打，够不够精锐，
先要看“能不能跑”。

随着古代兵器装备的演进，士兵的盔
甲负重也越来越高。比如在宋朝，一个全
副武装的精锐宋军，仅盔甲就重达五十斤
以上。明初一个士兵，连盔甲带武器粮食
加起来，负重也多达八十八斤。所以，古代
大部队每天“高标准”的行军距离，往往是
在三十里左右。能做到这标准的，就可以
算虎师。

1950 年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书写了不一样的“急行军”景象。特别值得
一说的，就是 1950年 11月 28日的“三所里
穿插”。在整个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里，“三
所里穿插”堪称是关键一招，其急行军路线
更是震撼：仅仅一夜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靠两条腿，一夜急行 140里，实现了“两条
腿跑赢美国鬼子汽车”的铮铮誓言。

章梅芳

急行军一天能走多少里

上甘岭是一个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江
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小村庄。村庄背
后是五圣山。在上甘岭的北边，还有一个
小山村叫下甘岭。上甘岭和下甘岭，相距
1000 米。下甘岭这个地方，在抗美援朝五
次战役前曾经是志愿军总部的所在地。上
甘岭和下甘岭，先后 3 次被敌人侵占，血洗
一空，房无一间，树无一棵，村里更无一
人。

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小山头，右边
是 597.9 高地，左边是 537.7 高地，这两山头
加起来只有 3.7 平方公里，但它们互为犄
角，北靠五圣山，为五圣山前沿的重要支
撑点。当时是十五军四十五师的一三五团
九连和一连分别守卫这两个高地。

1952 年 10 月 8 日 ，美 国 片 面 中 止 谈
判，并于 14 日突然向上甘岭阵地发动进
攻，企图迅速占领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
进而夺取五圣山，迫使志愿军后退，以求
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于是震惊世界的
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因为这两个高地本来
是无名的，所以就用小村的名称代替，我
军称这次战役为上甘岭战役。美方则称之
为“三角形山战役”。

军事史上有个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
药量”。这个名词指的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庞
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和炮击，实施强
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意在迅速高效地
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使其难以组织有效的
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人员的伤亡。

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炸弹 5000 余枚，把总面积不足 4
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削低整整 2 米。范弗
里特成名于二战欧洲战场，上甘岭战役，
炮火猛烈程度，已超过了二战。

闫树军

关于上甘岭，你知道多少

巧设秘密机关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