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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间谍上海落网记 ! 姚华飞

女佣报案 提供线索
!"#"年$月%&日，上海解放。
同年'月初，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办公室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转来地
下党一位同志获取的一份重要情
报：本市陕西南路(#(弄)号的威特
克家可能设有秘密电台。这份情报
是如何得来的呢*

原来，在威特克家有一个中国
女佣，名叫杨梦芝。她最初在“白俄”
李琳尔家帮佣，由于勤快淳朴，颇得
李琳尔夫妇好感，每月给她%$美元
工资。奇怪的是，李家有客时，总要
把杨梦芝母女俩赶到厨房，不准出
来。("#"年)月，李琳尔夫妇离开上
海去美国前，介绍杨梦芝到威特克
家当佣人，并将南京西路静安别墅
一个小亭子间连同家具送给了她，
还对她说：“共产党是不好的，你在
我家里看到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否则对你不利。今后你要好好在威
特克家干下去。”对威特克，杨梦芝
并不陌生。过去，威特克经常进出李
琳尔家，是一个衣冠不整、穷困潦倒
的“瘪三”。可是，当她这次来到威家
时，情况已迥然不同：住房宽敞，摆
设讲究，显得很有钱。

更叫她费解的是，每周一、三、
五晚上，都有一个小矮个子来到威
家，而且他似乎不讲中文，一来就与
威特克夫妇一起进入客厅，关门上
锁，不知干些什么，室内总是传出
“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

对于这些异常现象，杨梦芝在
上海解放前就对同情她的小叔胡宏
达说过，胡也曾对她说过“不要离开
威家，将来会有用处”。现在，上海已
经解放了，自己该怎么办呢*

杨梦芝决定去找小叔商量。其
实，杨梦芝的小叔胡宏达，早就是中
共地下党员。上海刚解放，他就被党
组织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门
帮助工作。于是，在上海解放的第三

天，胡宏达就陪着杨梦芝向有关部
门报告了这个线索。

测向侦听 锁定方位
上海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很快查

明，威特克家解放前确曾设有秘密
电台。但是，这个电台究竟是商业电
台还是间谍电台* 它在解放后是否
还继续活动* 威特克的政治背景又
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查清。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上海市公

安局反间谍部门决定进行深入调查
和严密监控。侦察人员查阅了旧警
察局大量档案及外侨管理部门的登
记资料，仅发现一些零星记载：威特
克·裴可亭，)%岁，无国籍，曾做过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善后救济
总署运输部司机等，("#+年失业；其
妻艾拉·裴可亭，无国籍，无业。
接着，经过对威家的日夜监视

和调查，发现威特克夫妇都能讲一
口流利的汉语，有两个小孩，虽无职
业，但生活却相当宽裕。威特克每天
频繁外出，接触人员关系复杂，住房
窗外有一根天线，其长度、形状与电
台天线的架设特征相似。经秘密设
点测向侦听，果然在每周一晚&时至
"时、周三晚+时至(,时、周五晚"时
),分至((时，都能捕捉到从威家方
位发出的电台信号，其波长、呼号经
常变换，电码为$字一组，其编组方
法与国民党军、政、特工系统使用的
密码迥然不同，很可能是外国的密
码，内容尚无法破译。
至此，侦察人员已经可以判定，

在威特克家中设有秘密电台，这个
电台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以秘密
方式活动，至今仍在发报，有专职的

报务人员，显然负有特殊使命。

多方侦察 辨认目标
根据杨梦芝的反映，侦察人员

早已知道有一个小矮个子常去威
家。然而，这时外线侦察员遇到了困
难。因为威特克所住的这幢楼中居
民成分比较复杂，进出人员很多，不
容易准确鉴别出入威特克家的人
员。况且，经常进出这幢楼的小矮个
子有好几个，很难弄清究竟哪一个
是去威家的。同时，威特克驾摩托车
外出时，警惕性很高，经常采取一些
反跟踪手法，使监控工作难以奏效。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使案

件有所突破，经研究，决定发挥杨梦
芝的作用，让她按照侦察人员的要
求观察和反映威家的情况。
杨梦芝发现，威特克常拿回材料

交其妻打字，常去威家的小矮个子在
威家拍发电报，威家会客室壁橱上
方是一块用地图掩盖着的特制夹
墙，里面藏匿着电台、文件和手枪等。
接着，杨梦芝设法取到了威特

克的照片，并在其房间窗口设置信
号，使侦察部门掌握了威特克和进
出威家人员的动态，准确地辨认出
前去发报的矮个子。
与此同时，侦察员乔扮成三轮

车夫，在威家附近张网守“客”，终于
在—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把矮个子
“请”上了三轮车，并顺利地“送”到
了他的落脚点，查明了这个貌似华
人的小矮个子是葡萄牙人，名叫巴
比·蒂斯太，在荷商安达洋行任职。
侦察人员还不断变换对威特克

的监控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
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凭借娴熟的

摩托车驾驶技术进行反侦察的伎
俩，基本上掌握了他的行踪，发现了
与他有可疑关系的两个人。

秘密取证 顺藤摸瓜
经过#,多天的全力侦察，案情

有了重大进展。但是要战胜敌特，还
必须取得确凿的证据。

侦察人员决定设法直接进入威
特克家，以取得必要的证据。侦察员
们利用威特克一家外出参加朋友婚
宴、看电影等机会，进入威特克的家。
在杨梦芝协助下，侦察员成功地在威
家秘密夹墙里和威特克的皮包内取
得了证据。从情报内容、电台型号及
密码编组使用特征等情况判断，威特
克一伙是负责重点收集中国军政情
报和苏联情报的美国间谍。
侦察人员不断强化对威特克夫

妇的监控，顺藤摸瓜，查明了全部组
台间谍人员，特别是其领导人。

罪证确凿 间谍落网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侦察部门周

密部署，("#"年(,月%$日晚，公安人
员一举将威特克夫妇及其间谍组织
成员收入法网，并缴获收报机$部、
发报机#部、英文密码((册、照相机#

架及手枪、录音机、军刀、打字机、情
报底稿等一大批罪证。

经过审讯，威特克交代：他于
("#+年秋被原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队同
事李琳尔招募，并接受了专门技能训
练，担负了搜集中国及苏联驻沪机构
情报的任务。威特克先收买了在苏联
驻沪商务代表团中兼职的“虹”酒吧经
理杰里·亚可夫。两个月后，杰里被苏
方解雇，威特克又通过杰里发展了苏

联驻沪机构的#名中国职工为情报员。
("#"年(月，李琳尔发给威特克

电台%部、$,,,美元、手枪(支、子弹$,

发、密码%本，并将他的报务员袁兴
发、巴比·蒂斯太介绍给威特克，布置
建立秘密潜伏电台。威特克将其中一
部交由袁兴发，架设在南京西路静安
别墅(),号，另一部由巴比·蒂斯太任
报务员，设在自己家中。

("#"年#月，李琳尔离开中国前
夕，将威特克交给一名叫约翰的外
国人指挥。$月初，约翰又将威特克
移交给一个名叫汤梅子的外国人领
导。汤梅子告诉威特克，他将化名
“斯蒂思”，通过租用的邮局私人信
箱与威特克联络，同时还交给威特
克新的密码本及电台呼号、波长表
等，并送给威特克轻便摩托车一辆
及一笔美元。
上海解放后，威特克除向汤梅

子汇报活动情况和接受指示外，汤
梅子也常将自己的密码电报稿交威
特克带回拍发，并从威特克那里收
取总部的密码指示。
根据威特克等人交代，上海市

公安局反间谍部门又将杰里·亚可
夫、窦嘉福、朱文德、孙德芳等 #人
逮捕归案。至此，共捕获间谍分子 "

名。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些案犯均
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威特克间谍组织被侦破以及敌

特成员的全部落网，是上海解放后
中国反间谍侦察部门与美国情报机
关进行斗争的序幕。它为以后的反
间谍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根据著名作家杜宣等人
提供的材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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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童话
陈姿羽

! ! ! ! ! ! ! ! ! ! ! !"漫步街头

上午一觉醒来，林林姐已不在宿舍，桌上
留下一张字条，她去上课了。童画打开随身携
带的笔记本，这是她勤工俭学省下的钱买的，
她把 $(-./、智联招聘、中华英才网等各大招
聘网站地毯式搜索了一遍，找出所有和她专
业相关的招聘职位，逐一投了简历。等到她走
出宿舍的时候，已经大下午了，只感到眼冒金
星头发涨。
上海，上海是个怎样的城市呢？上海人走

路真快！出入写字楼的人们拎着公文包在旋
转自动门来回穿梭，步履匆匆，连马路上的行
人走路的速度也比别的城市明显快出不少。
地铁里更不用提了，遇到有换乘站的站台，人
们一个比一个走得急，好多人甚至在小跑。起
先，童画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路观察，才发
现原来不过是为了尽快赶上换乘的另一班地
铁。在这里，时间多金贵啊！
漫步在热闹的街区，童画不断地为上海人

的穿着而赞叹。体面的上海先生或小姐被包裹
在裁剪得体的西装或套装里，衣料温适，线条
简洁。这里是欧风港派的世界，经典黑白灰流
行，欧洲摩登与海派休闲结合在一起的款式最
受欢迎，很少看到大红大绿的服装。上海人穿
得并不前卫，外来的款式略经改良，舒适雅致。
想起同学余佳莹，怪不得她很会穿衣服，

原来是这个城市熏陶了她。上海的节奏很快，
可是上海人的穿着却是温和、有质感而无压
迫力的，就像这个城市的老街区，有种让时光
停驻的娴静气质。
童画漫无目的地逛到了儿时听过无数遍

的淮海路，虽然此时她忧心工作着落，没有心
思游乐，但是当满街的梧桐、洋房、拱门、细窗
映入眼帘时，还是着了迷。她好奇地看着马路
两边的建筑，粗壮的法国梧桐，罗马式的阳
台，碧绿的常春藤，浪漫四溢的 012!，/134，鳞
次栉比装饰典雅的商店散发出浓浓的摩登都
市氛围。此时正是草木繁茂的季节，阳光透过
掌形梧桐叶的浓荫间隙，光影斑斓，疏密有

致。这个城市的气质是如此的精致而安然。
童画见过别的城市的街，宽大是宽大，却

有点单调了些。上海的街，窄归窄，斜归斜，但
各式各样让人回味无穷。弄堂里的一幢幢房
子，红陶筒瓦，圆弧檐口，西班牙式尖尖的屋
顶，细细的长了锈的窗棂，支出了一个洋气漂
亮的酒红色欧式遮阳棚。她想起了张爱玲半
个世纪前的小说，旧时光，新天地，仿佛每扇
窗户背后都有一个隐秘的故事。
站在弄堂口，回望蜿蜒细长的小弄———

她彷佛也看到了自己，不知道前方的路是不
是也会这样绵延曲折？
不知不觉中到了新天地，已经是傍晚时

分。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星巴克咖啡馆青色的
砖墙，在这片石库门里弄改造的建筑群中，看
着那些青砖褐瓦和拱形的石库门门框，这里
已不是上个世纪的民居了。门外是风情万种
的中式弄堂，门内是完全西化的生活设施，时
空真的是能如此轻易穿越的吗？童画孤寂地
观察着露天酒吧里休闲的摩登男女，直至华
灯初上，新天地一片灯火璀璨。
世辉下班后，来到这里和她碰头。他到星

巴克给童画买了杯咖啡，双手捧给她，自己却
没有。童画问：“你的呢？”“咖啡没什么好喝
的，我还是喜欢喝茶。”世辉说。“那我也不喜
欢喝，给你。”童画推给他。“你第一次来上海，
我当然要买给你喝啦，我给你买的焦糖玛奇
朵，很好喝的5”明显前后矛盾，世辉还浑然不
觉。童画忍不住笑出来，心疼地挽着他的手
臂。一杯星巴克三十几元，相当于两个盒饭的
钱，世辉肯定是不舍得自己喝，省酒待客，待
她这位甫居上海的女客。
“想吃什么？你刚来上海，我请你吃好吃

的5 ”世辉讨好地说。“菜肉大馄饨。你说的，
上海最好吃的！”“好吧。我知道一个馄饨很好
吃的地方，就在师大附近，走，我带你去！”
童画一手捧着咖啡，一手被世辉紧紧地

牵着，走进地铁，来到师大。世辉带她七绕八
绕，绕到一个弄堂口斜伸出来的一块三角空
地，馄饨摊就设在这里，一对上海夫妻经营着
这个摊子，他们卖的大馄饨皮薄肉香，八块钱
一碗，便宜又好吃，学生们下课总爱来吃。
“怎么样？上海好吗？”“好！比我想象的

还要好。我小时候听家乡人说的上海，好像过
时了，现在感觉更加时尚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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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妈妈病逝了

小雨格格地笑起来，转着圈子停不下来
了，身下的翠绿荷叶仿佛蔓延到了天边……
妈妈一边忙碌地整理针线，一边慈爱地嗔怪
小雨疯疯癫癫。
那是妈妈留给小雨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最

温暖最美好的一个画面吧，后来妈妈卧病在
床多年，小雨刚升入初中不久，妈妈就病逝
了。小雨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阴冷彻
骨的清晨。快过年了，冰冷潮湿的空
气里，大街小巷都是欢乐热闹的节前
气氛，到处是匆匆忙忙赶着买年货的
身影，可是这样满世界的繁华和喜乐
又和小雨有什么相干！小雨一个人呜
呜地流着无穷无尽的眼泪去附近的
几个亲戚家报丧，又一个人孤孤单单
地回家。一路上走得踉踉跄跄，半道
里飘起了冬雨，淅淅沥沥的，间或伴
着雪纸片砸落在小雨的脸上，和着火
热的泪一起，不咸不淡地滑进嘴里，
咽下去，冰凉冰凉的沁入心田。耳边
悠悠地传来街面店铺收音机飘来一
句莫名其妙的“人生本是一场戏啊”，
凄婉忧伤的低吟，用的是呕心沥血的
唱法，猛地一刀戳进小雨的心里肺
里，生疼生疼。

当小雨眼睁睁地看着来运尸的两个工人
把妈妈随随便便地搁置到一个灰色半旧的担
架上抬出了门，小雨一下子觉得自己已经流不
出眼泪来了。她只顾小心翼翼地跟着妈妈走出
家门。爸爸递给小雨一个印花小碗，小雨认得
那是妈妈生病的日子里爸爸喂妈妈喝药用的。
爸爸说：小雨，把碗打碎了，从碎片上跳过去。
小雨也不像往常那样凡事都要刨根问底地探
个究竟，兀自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了。完全是像
做梦一样的呀，小雨自己也分不清是自己的躯
壳还是自己的魂灵在跟着妈妈行走，她只知道
妈妈还没有走远，她要守着妈妈。

小雨跟着运尸工人绕过了大半个小菜
场、经过了烟纸店和酱坊。她看到有路人对自
己指指点点，说着“小姑娘真作孽啊”“有爹没
娘的孩子，有的苦日子过了”……她不要这些
廉价的同情，厌恶地瞪了他们一眼，狠狠地跺
脚，捂住耳朵快步走。直到妈妈被抬上运尸
车，车门重重地关上，一刹那间无名的恐惧袭

来，小雨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朦胧间一双温
暖有力的臂弯稳稳地抱住了自己，还好小雨
还有爸爸。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小雨如今

很少去想以前，即使偶尔想起，也只当是在黑
洞洞的电影院里尽情地流着眼泪陪主人公伤
心一把、过一过戏瘾罢了。曲终人散、天光大
亮的时候，还是要快快擦干眼泪，该干什么就

干什么去的。毕竟，现在和以前是毫
不相干的了。小雨早就和小时候的
那个任性妄为的自己一刀两断了。

小雨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半旧不
新的白色连衣裙是小雨三年前自己
在华亭路自由市场和店主讨价还价、
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淘来的。说起这条
裙子，这还是小雨如今衣橱里为数不
多的出客行头里最漂亮的一身，要不
是今天要见的人有可能帮助自己改
变命运，她是舍不得拿出来穿的。

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再娶，不久
后妈又生了小弟弟，小雨就很少添置
新衣服了。当然，这事不可以都怪爸
爸的。爸爸是一家之主顶梁柱，一心
一意辛苦地赚钱养家，又不懂女孩子
穿着打扮的心思，怎么可能像以前妈

妈那样整天陪自己逛商店挑衣服鞋子呢？小雨
认定爸爸心底里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小雨的，
至少每个月他都不忘准时往小雨的书桌抽屉
里放零用钱。有变化的应该是小雨自己呀，小
雨再也不和爸爸撒娇发嗲、小猫咪似的往爸爸
身上挂呀蹭的了，因为爸爸看后妈和小弟弟的
慈爱温柔的眼神明明白白地告诉小雨———白
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不是古人瞎编乱造的。
小雨收起任性，识相地帮忙做家事、带着

小弟弟。小弟弟渐渐长大了，也越来越调皮
了，家里家外闯下的祸，小雨也总免不了担上
个骂名，干的家务出错了也是会讨后妈的嫌
弃、惹爸爸生气的。饭桌上，小雨更是抢不过
小弟弟，人精似的小人儿趴在饭桌边，转着一
双滴溜溜的眼乌珠，提着一副吸铁石般专门
挑荤拣腥的筷子，人家还嘿嘿笑着腆着脸求
小雨：姐姐，肉肉都给我吃吧，好姐姐，求你
了！弄得小雨哭笑不得，只好由着他，扒拉几
筷土豆丝鸡毛菜算了。小雨丰满的圆脸瘦削
了，小下巴尖尖的，眼神也比先前暗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