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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莹是 !"世纪 #"年代活跃于
剧坛、影坛、文坛的三栖明星兼作
家，$%岁时加入共产党，因主演了
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而闻
名上海滩。

谢和赓曾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
的表妹杜荣结婚，但两人没有感情基
础，结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谢和赓
接触到王莹之后，心有所属；而王莹
也钟情于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
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共两

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
便对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
传，谢和赓和王莹两人也被推荐到
美国留学。行前，周恩来分别与谢和
赓、王莹谈话，周恩来说：“你们的恋
爱关系完全正当，到了美国后，希望
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
爱。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
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你们）
暂时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
央的规定。”

$&'! 年，谢、王两人分别以国
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
的身份赴美留学，其间他们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
相处。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家
人寄来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
及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
林日报》，才于 (&%"年 !月和王莹
正式结婚。
在美国，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

界事务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
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先后在
贝满学院、耶鲁大学学习，另外她还
去邓肯舞蹈学院学习过舞蹈。其间，
谢和赓曾接办了美国华侨报纸《纽
约新报》，任代总编辑一职，负责翻
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并充分利用
这个舆论阵地，广泛宣传中共抗日
救国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
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
斗争。王莹则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
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曾到
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演讲，并用英

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
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她还组织一个
中国剧团，并首先应罗斯福总统夫
妇的邀请，专程到白宫演出，随后又
率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

(&%'年冬，美国掀起了一股反
动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谢和赓和
王莹此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被
美国移民局扣押，并被投进哀离思
岛的监狱，当时美国当局还威逼他
们加入美国国籍，受到两人的严斥。

!"在!文革"中蒙难

他们的状况被周恩来得知后，
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通过第
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并以在朝鲜
战争中被俘的美国战俘来换回两
人。(&%%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
莹终于回到了北京，随即受到周恩
来和董必武等人的亲切接见。周恩
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
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归国后，谢和赓曾任《世界知

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等职，还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
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一
职。(&%)年，谢和赓因在“鸣放”期
间提出“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
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
北大荒劳改。由于周恩来和董必武
的出面干预，一年后他得以重返北
京。(&**年“文革”爆发，此前因江
青早年在上海时曾与王莹争演话剧
《赛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对王莹有
积怨。不久，王莹、谢和赓以“美国特
务”的罪名，被关入秦城监狱。(&)%

年春，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
了他们的情况后，遂指示有关部门
将谢和赓释放出狱治病（在被关押
了 +年之后，谢和赓已两耳失聪，不
能言语，又丧失了思维能力）。此时，
王莹已死于狱中。谢和赓和王莹的
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
到平反，此后谢和赓仍在外交部工
作，直至去世。

阎又文! 傅作义身边的深
层潜伏者

阎又文，(&('年生，山西荣河
（今万荣县）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
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
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
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
过许多工作……”只是到了如今，上
述的碑文才有了明晰的诠释。

#"绝密单线

阎又文于 (&#'年考入山西大
学法学院，其间曾参加过由中共地
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
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抗日战争爆
发后，阎又文原计划赴延安参加革
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
改赴同乡傅作义的部队中从事抗日
工作。阎又文是傅作义的小同乡，才
华出众，文笔锋锐，傅作义非常赏识
他，让他跟随自己，做自己的私人秘
书。不久，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合作，
部分国民党部队依照国共第一次合

作时期的做法，邀请中共派人到部
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当时中共中央
特派员潘纪文奉命赴傅作义部队中
协助开展政治工作，潘不久即秘密
发展阎又文加入共产党。

(&#&年下半年，由于抗战局势
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
反共高潮。当时傅作义的态度也随
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部队中的
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
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相
应的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
去了联系。在傅作义身边，阎又文逐
渐升任至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
社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
处副处长等职。
抗战结束后，当时在陕甘宁边

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
派的一个任务：马上到绥远傅作义
部队中去寻找一个名叫阎又文的中
共地下党员。而此时党组织已经和
阎又文失去联系将近 )年了。(&'*

年春节过后，王玉来到了包头，经过
探查，他打听到了阎又文的下落。在
王玉动身之前，边区保安处的领导
曾交代说：找到阎又文后，一定要与
阎又文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决不
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此
外，通过阎又文了解和掌握傅部的
情报，特别是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
蒋介石的关系，至于其他的，一律不
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此次与阎又文联系，也只有王

玉一个人，据说当时即使在解放区
知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也只有边
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领

导，这条情报线实际上就是几个人：
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李克农。后
来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
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随即，王玉联系上了阎又文。当

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
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是傅作
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
和信任。但凡傅作义主持的军事和
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
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等，也
都由阎又文起草。阎把傅作义的军
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
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等源源不断
地汇报给了王玉。阎又文特别提醒
王玉：傅作义已经成为国民党发动
内战的先锋，他被拉到了蒋介石的
内战战车上，其部很可能会进攻绥
东解放区。随即，王玉马上找到驻扎
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将
这些信息报告给了部队领导，但部
队领导表现出姑妄听之的态度，以
为这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
太高了。(&'*年 *月，蒋介石撕毁
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
进攻，绥东战役随即拉开序幕，傅部
前锋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
张家口等地。当时李克农曾批评性
地总结说：华北战场解放军的初期
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的不够重视。
此次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对傅部
采取了避其锋芒的战略撤退措施，
未与之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若干年
后，罗青长对此这样评价说：当年阎
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
大的损失起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高级将领机要秘书中的
三名中共秘密党员（3） ! 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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