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码攻防战”拉开序幕

“白哥白哥！ 在阿尹的内务箱

夹缝发现了可疑纸条， 上面全是外

文和乱码！” 今年 2 月的一个雨后

下午， 军天湖监狱民警小汤在清抄

结束后， 急匆匆地冲进监区民警办

公室， 手里还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条。

正是这张看似普通的便签纸，

拉开了一场监狱民警与服刑人员

“密码攻防战” 的序幕。

纸 条 上 歪 歪 扭 扭 写 着

“79428-57237” 等类似乱码数字，

底下还有串日文字符。 这些碎片化

的信息就像一堆散落的拼图碎片，

杂乱无章， 却似乎又隐藏着重要的

秘密。

民警小汤口中的“白哥” 是阿

尹的主管民警， 他拿过纸条对着灯

光反复端详， 毫无头绪。 但凭借工

作经验， 白警官立刻意识到， 这些

数字绝非偶然记录， 极有可能是服

刑人员用来传递违规信息的特殊密

码。 一旦让这种潜在的违规信息传

递成功， 不仅会破坏监狱的管理秩

序，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

后果。

阿尹的情况， 监区民警都是了

解的。 三十出头的阿尹是个盗窃惯

犯， 前两次处罚都没能让他吸取教

训， 这次又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年， 余刑还有一年多。

“要不要直接提审讯问？” 新

警小汤按捺不住性子。

白警官却摇摇头： “咱们要放

长线。” 想弄清纸条真实作用的民

警们记录了相关内容后， 决定“按

兵不动”， 一方面留意观察阿尹的

后续行动， 一方面也为侦查争取时

间。

当天晚上收封后， 民警办公室

秒变“密码战场”。 七名民警人手

一碗泡面围坐在一起， 根据纸条上

记录的内容， 在白板上画满了数字

矩阵。 蒸腾的泡面热气里， 数字们

开始跳起了广场舞。 然而， 时间一

分一秒过去， 它们的“舞步” 到底

是什么意思， 没人能理出头绪。

“这数字排列像不像手机号？”

民警小汤突然灵光一闪。 众人立即

查证， 当发现“79428” 对应某市

移动号段时， 办公室响起一片欢呼

声。 可查无此号的“57237” 又瞬

间让气氛降到冰点。

民警阿熙盯着白板上的数字突

然一拍大腿： “这数字串怎么这么

像我女朋友的钢琴谱？” 话音未落，

民警小汤就接口道， “拉倒吧， 钢

琴谱能弹出 《难忘今宵》， 这玩意

儿弹出的怕不是 《无间道》！”

“迷上”日本料理大全

民警苦思冥想纸条内容涵义的

同时， 也没落下对阿尹的观察。 以

前总喜欢和其他服刑人员下象棋的

阿尹， 现在居然捧着《日本料理大

全》 看得入神， 连动漫都不看了。

其他服刑人员好奇他为何会对日料

感兴趣， 他的回答竟是“以后准备

开餐馆” ……

阿尹日常爱好的改变及细微异

常的改造表现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这些会和那张纸条有关吗？

熄灯前夕， 其他服刑人员都已

上床休息， 而阿尹却迟迟未上床，

仍坐在凳子上， 手指在书页间快速

游走。

这已是阿尹本周第三次这样不

愿休息仍在“研读” 《日本料理大

全》，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早

已被民警尽收眼底。

当晚临时召开的分析会上， 白

警官展示了关于阿尹的“异常行为

分析系统” 报告： 阿尹近三个月借

阅了《日本料理大全》 《密码学基

础》 《企业管理案例》 等书籍， 最

后一次借阅时段与纸条出现时间高

度吻合。 更可疑的是， 《日本料理

大全》 这本书是监区图书角的“冷

门读物”， 但借阅记录显示， 阿尹

在过去三个月里反复借阅了这本书

11 次。

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魅力” 和

秘密？ 民警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情

况下一探究竟。

经过前期详细部署， 监区民警

拿到了那本频繁被阿尹借阅的《日

本料理大全》。 轻轻翻开书页， 民

警在书页边缘发现了浅浅的笔记痕

迹： ト→3、 ク→9……

“这哪是菜谱？ 分明就是密码

本！” 民警对着阳光， 照出隐藏在

“寿司醋配方 ” 下的数字矩阵 ，

“这简直是密码界的‘双重人格’！”

民警感叹。

原来， 阿尹将手机号拆解为五

位数段， 先用日语假名首字母替换

数字 （如ト= 2， ク= 9）， 再进行

倒序排列 （如 79428→82497）。 更

狡猾的是， 他还用“页数密码” 作为

密钥———特定页码的首字母组合， 决

定了位移的位数。 “位移 + 个别倒

序 = 解码” 以及语言学与数学的双

重加密方式让民警发出“白天是寿司

师傅， 晚上就成了黑客帝国！” 的评

价。

“密码大师”认输了

解密成功， 是时候和阿尹谈谈

了。

“怎么了， 最近开始对日本菜感

兴趣？” 民警和阿尹个别谈话时“随

意” 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阿尹的指尖微

动， 回答： “我就是想学学做饭， 出

去后开个小店。”

民警没有接话， 而是意味深长地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 阿尹抖动身躯后

说道： “我真的在研究寿司配方！”

“哦？ 那‘トクハン’ 是什么新

菜品？” 民警问。

“这、 这是日本寿司大王的家传

秘方！” 阿尹仍然负隅顽抗。

“那数字‘79428’ 怎么解释？”

民警步步紧逼。

“这是寿司醋的最佳配比！” 阿

尹仍不松口。

“巧了，我们查过，这串数字对应

的手机号是138×××××8。 你确定

不是想联系‘寿司大王？’ 民警突然

展示出解码后的手机号， “这个手机

号对应的是你老家的区号， 我们猜猜

机主是谁？”

听到这里， 阿尹瞬间脸色煞白，

他的心理防线也轰然崩塌： “我琢磨

着用日语字母加密， 再加上数字位

移， 民警肯定看不懂。”

面对证据， 阿尹终于坦白， 为了

达到将手机号拆解成“乱码” 传递的

目的， 他通过借阅日文书籍建立了编

码体系。

而阿尹不知道的是， 监区民警发

现他的异常后， 便通过“异常借阅行

为分析系统”， 锁定了他的可疑借阅

轨迹， 并针对这种“跨界犯罪思维”

连夜开发出“三防破译法”： 防数字

联想 （严查数字涂鸦）、 防文化嫁接

（监控外文书籍）、 防时空串联（分析

异常借阅）。

很快， 一份特殊的“自首材料”

摆在民警面前： “原以为民警只会看

监控， 没想到你们懂日语、 会编程，

还会心理学……我输得心服口服。”

在“自首材料” 中， 阿尹坦陈，

他受到侦探小说中“摩斯密码” 情节

的启发， 有心锁定个别刑期较长、 家

庭背景复杂的服刑人员， 以“出狱后

互相照应” 为借口取得他们的信任，

收集他们的联系方式， 并假借“钻研

烹饪技术” 之名， 频繁借阅日本料理

书， 再以料理术语加密记录相关联系

方式。

“但我现在明白了，在绝对的智慧

面前，任何小聪明都是徒劳的……”阿

尹后悔。

根据监狱管理相关规定， 民警对

阿尹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对于阿尹企图私藏联系方式的做

法， 白警官表示私藏联系方式可能引

发三重风险： 内外串通， 利用家属电

话传递违规信息； 拉帮结派， 提前构

建出狱后的灰色关系网； 利益交织，

以隐私为筹码实施违规行为。

“这些信息如同定时炸弹。” 民

警告诉记者， 阿尹还准备通过相关活

动， 将加密信息在其他服刑人员中流

转。 若不能及时阻断， 后果可能不堪

设想。

军天湖监狱民警并不只是被动防

御， 而是主动出击， 实现“被动防

御” 到“主动出击” 的质变。 研发出

“谐音密码” “棋谱密码” “页数密

码” 等新型加密方式， 并将这些方式

作为案例进行推演， 组织民警参与密

码破译复盘与体验。

“新时代狱政管理有时候就像升

级打怪的 RPG 游戏， 民警永远要比

罪犯多想一个维度。 毕竟在这场猫鼠

游戏里， 我们不仅要抓住老鼠， 更要

拆了它们的科技树！ 当‘捕风者’ 的

雷达始终比罪犯的密码本快 0.1 秒，

平安监狱的铜墙铁壁方能固若金汤。”

白警官这样总结道。

（文中民警均为化姓）

□ 记者 徐荔

一本日式菜谱书、 几串杂乱数字、 几句零散

的日文笔记———这些看似普通的内容， 竟成为服

刑人员私藏他人联系方式的“密码本”。

最近，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破获了一起特殊案

件： 服刑人员阿尹 （化名） 利用一本菜谱设计加

密系统， 将其他在押人员的私人信息转化为“菜

谱暗号”， 企图在狱内违规构建私人关系网……这

场“密码攻防战” 要从今年 2 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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