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爱情， 宛如暗夜里的星

辰， 默默发光、 从不张扬， 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

者们的爱情。 没有花前月下， 只有风雨同舟， 他们将

对爱人的情， 化为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在龙潭中盛

开， 在虎穴中绽放， 书写了令人动容的生死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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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摆放着

三块银元。这三块银元，既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出淤泥而不染、 廉洁奉

公的精神品格， 也承载着一段深入

虎穴、冒险犯难的隐蔽斗争故事。

为党筹措经费的“资本家”

1936 年， 肖林进入著名企业

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很

受卢作孚的重视。1939年，肖林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民生公司职员

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皖南事

变后， 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我党的

经济封锁，为打破这一局面，周恩来

特别指派肖林开展党的秘密经济工

作，为党筹集经费。当时肖林公开的

工作是在民生公司物产部做土纱和

食糖运销， 经常往来于重庆和江津

之间。肖林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三

勤、三化”的指示，从长江三峡的三

斗坪购进土纱运到江津销售， 再从

江津买进食糖运到重庆销售， 为党

赚取了不少经费。

1941 年 4 月， 肖林与妻子王

敏卿在重庆江津设立“恒源字号”，

接着在重庆设立分号， 派一人在三

斗坪做土纱购运工作， 同时在江津

代中国植物油料厂收购菜油运到重

庆， 仅这笔代办手续费就足够恒源

字号的基本开支了。 他们深入市场

调查， 随时了解市场行情， 不放过

任何商机。 就在江津生意红火时，

肖林得知内江食糖要增税， 预判食

糖市价可能上涨， 便立即大量收购

食糖， 不出几天果然如此。 肖林听

党指挥、 经营有善， 赚了很多利

润， 只要南方局下达指令， 需要经

费， 肖林总是绝对保障供给。

持续为党送款的“清廉者”

“恒源字号” 生意越做越红火，

1944 年根据南方局的工作指示，

恒源字号商行扩大为“大生公司”，

经营的商品又增加了五金、 木材、

西药等种类。

在为党筹集经费期间， 肖林夫妇

每天起早贪黑， 辛苦经营， 细心地操

持着每一笔生意和买卖， 同时与国民

党的军警宪特以及经济机构斗智斗

勇， 左右周旋。 五年中， 肖林不仅为

党筹集了大量经费， 还积极开展党的

秘密工作， 千方百计完成上级交办的

任务。 最难能可贵的是， 肖林夫妇时

刻绷紧纪律之弦， 牢记清正廉洁的工

作原则， 只为党赚钱不为己谋私， 自

己不留一分一厘， 将经商的主要收入

全部交到南方局， 用于党的工作。

坐拥千万身家的“无产者”

1946 年 5 月， 党组织考虑到上

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开展经济工作

条件比较好， 便指派肖林在上海成立

了“华益贸易公司”， 寓意为中华民

族利益而经营服务。 连年战乱， 货运

交通十分困难， 全国各地日用品短

缺。 肖林运用运输界的关系， 从上海

采购日用品运输到外地， 批发给当地

的百货商店， “华益贸易公司” 借此

迅速壮大。 随后肖林又在青岛开展新

的业务， 开办了“中兴公司”， 以出

厂价从青岛中纺公司购进棉纱， 运到

上海按市价销售， 所获利润均秘密上

交党组织。

肖林身为肩负特殊使命的“红色

掌柜”， 为党筹措了大量经费， 这些

经费大多用于南京、 上海办事处等地

下党组织发展， 还用于抚恤烈士家

属、 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和知名

人士等。

1948年， 肖林赴香港向组织汇报

工作， 并按照组织安排与华润公司合

作，开展两地的外汇业务，共同创收。

上海解放后，肖林创办的“华益贸易公

司”宣告撤销，财产交上海财委；华润

公司交贸易部。 两公司合计上缴黄金

12万两，固定财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为永远铭记为党秘密工作的宝贵历

史， 肖林仅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三块银元背后的“红色掌柜”

沈安娜、 华明之夫妇

王文、 王凤岐夫妇

薛介民、 姚明珠夫妇

沈世猷、 丁明俊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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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王凤岐

从“假”到真的爱情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王

文、 王凤岐夫妇， 是电视剧 《潜

伏》 余则成、 翠平夫妇的原型之

一。 1942 年的一天， 党组织找到

王文和王凤岐， 希望他们以夫妻的

名义到北平完成建立秘密电台的任

务。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假扮夫妻，

能不能处得来？ 两个人心里都在打

鼓。 但是， 革命工作无小事， 他们

保证坚决完成好组织上交办的任

务。 几天后， 一盒香烟、 一盘花生

和一盘红枣招待客人， 一场简单的

“婚礼” 就举行了。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无线电通

讯被严密监视， 稍有不慎就会面临

危险。 潜伏期间， 王文、 王凤歧这

对“假夫妻” 相互配合， 承担着传

递情报、 接送人员、 运送战略物资

等任务。 两人在白天“出双入对”，

到了夜里则一同化身电台的守护

者， 在静谧的夜里， 传出一段段珍

贵的红色电波。 随着时间推移， 二

人日久生情， 终于成为了真正的革

命伴侣， 相扶相持， 在隐蔽战线上

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沈世猷、丁明俊

默契守护的同路人

沈世猷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1949 年初奉命打入国民党江防最

高总指挥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部， 任中校作战参谋。 妻子丁明俊

婚后才得知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

但她毅然决定“夫唱妇随”， 成为

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员。 于是， 前有

“军官丈夫” 在敌人内部苦心经营，

深挖情报， 后有“军官太太” 周旋各

方， 传递情报。 工作中， 他们相互支

持， 携手共进， 以默契的协作展现深

厚的感情。

渡江战役在即， 夫妇二人临危受

命， 需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国民党从安

庆到芜湖特别是荻港一带的江防兵力

配备情况。 但汤恩伯司令部宣布实行

戒备状态， 情报难以送出。 千钧一发

之际， 沈世猷机智地给家里打了一个

电话， 说想念女儿。 丁明俊立即会

意， 没过多久， 便身穿旗袍， 怀抱酣

睡女儿， 出现在江防总部门口。 沈世

猷在亲吻女儿， 搂抱妻女的瞬间， 将

情报迅速藏入孩子的襁褓中。 丁明俊

再将情报藏进旗袍的暗兜中， 历经层

层盘查， 最终交到党组织手中。 这份

情报为解放军强渡长江选择登陆突破

口提供了重要依据。

沈安娜、华明之

英雄背后有英雄

沈安娜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巾帼英

雄， 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她凭着速记员的一支笔， 为我党搜集

了蒋介石主持的党、 政、 军、 特高层

会议上大量重要情报。 她白天参加会

议， 晚上回到家里把原始速记稿转成

文字， 由丈夫华明之在后半夜负责整

编、 浓缩、 密写、 密藏， 将情报源源

不断地传递到党组织手中。 解放后，

每当有人提起自己过去在隐蔽战线的

往事， 沈安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情报人员不是孤胆英雄。” 夫妻二人

紧密配合， 在身处龙潭虎穴的 14 年

中， 他们是彼此最深的牵挂、 最坚实

的支持、 最可信赖的同志， 并肩作

战、 共同面对生死考验， 书写了我党

情报工作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薛介民、姚明珠

“白鸽木兰”人间至爱

薛介民和姚明珠青梅竹马、 志同

道合， 是相濡以沫的夫妻， 更是肝胆

相照的战友。 表面上， 薛介民是国民

党空军飞行员， 抗日救国， 姚明珠是

妇产科医生， 救死扶伤， 但他们的真

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解放战争

中， 两人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飞行

员， 促使其驾机起义。 国民党败退台

湾前夕， 他们接受秘密任务， 全家潜

伏在台湾地区， 从事革命活动。 1958

年， 他们身份暴露被捕， 经历长达四

年多的非人折磨， 始终坚贞不屈， 于

1963 年 1 月在台北英勇就义。

姚明珠在给家人的留言中说道：

“我宁愿跟真理做个小鬼， 而不愿跟

虚伪携手做个安琪儿。” 在最后的绝

笔中， 薛介民写下“木兰溪水长久在

流， 白鸽岭高壮地站立， 乡亲至爱之

恩永不能忘”， 诠释了生死相依的真

情， 无怨无悔的奉献， 无私无畏的人

间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