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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工到“李太太”

1917年，裘慧英出生在嵊县一个农

民家庭。1929年，不满12岁的裘慧英来

到上海谋生。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裘慧

英发动绸厂的工人姐妹一起参加由共产

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并于 1937 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9年，李白工作的地下电台周围环

境不断恶化，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女同志，与

李白假扮夫妻，掩护工作。经过慎重考察，

选定裘慧英担当这一重任。深思熟虑后，

裘慧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裘慧英和李白把“家”安顿下来后，俨

然作为一对夫妻进进出出，可这个“家”对

于裘慧英来说还是太陌生了，别人称呼她

“李太太”，她也极不习惯。一天，裘慧英终

于沉不住气，决定回厂里去。这时李白当

即把她叫回房间，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

员，你这样任性是会犯错误的！别看电台

工作单调，可它却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

朵。电台发出的每个信号，都关联着党的

事业！”

李白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裘慧英。一年

多的朝夕相处后，渐渐地，一股莫名的情愫

在两人心中弥漫开来。经党组织批准，裘

慧英和李白终于结成风雨同舟的革命伴

侣。自此以后，深重暗夜里，秘密电台边

上，两颗革命的心灵靠得更紧密了。

粉身碎骨浑不怕

1942年中秋前夕，裘慧英到街上买月

饼，准备和李白好好过节。不料当晚，一群

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搜出电

台。李白和裘慧英双双被捕，关押在四川

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本人将裘慧英与李白分开，对他们

进行了残忍的刑讯逼供。一个日本特务拿

出大铁板，用力压在裘慧英的腿部，骨头被

压得“吱嘎吱嘎”响，几乎要把她的腿骨压

碎。裘慧英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这时一

个女特务进来了，见到裘慧英正在受刑，就

对日本人说：“这么年轻的姑娘，让她看看

她丈夫在受什么刑罚，保险她什么都会

招。”于是，裘慧英被带进关押李白的那间

房，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受刑，手指甲

被特务用老虎钳一个个拔下来，一次次昏

死过去。

爱人的伤痛，比自己去死还难受。李

白在昏迷中听到她的叫声，挣扎着抬起头

看着她，虽不能言语，但他坚定的眼神给了

裘慧英莫大的安慰。裘慧英颤抖的双手紧

紧地握拳，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在

狱中，她一次次被打得失去知觉，但从未吐

露半个字。

一段时间后，敌人抓不到裘慧英什么

证据，只得把她释放了。出狱后，她一面回

到工厂去做工，一面打听李白的下落。经

党组织多方营救，1943年6月，李白出狱。

永失挚爱志不摧

1945年日寇投降后，党组织又把李白

和裘慧英调到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

工作顺利地进行到1948年，黎明即将

到来的时刻。深夜，李白正在发几份非常

重要的电报，敌人包围了他们的住所。裘

慧英和孩子出去躲藏了，李白临危不惧，镇

静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后被捕，被捕前他

的告别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

们！”直至今天，依然感动和激励着一代

代人。

李白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前后一共受

了36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但他始终没有吐

露半句口供。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

把裘慧英和孩子关起来。但裘慧英丝毫没

有把敌人放在眼里，大义凛然地怒斥敌人，

同李白一样保持了坚贞不屈的革命风骨。

1949年5月7日，裘慧英带着孩子，在

监狱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

子，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那次，李白告诉

她，天快亮了，孩子们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

好日子了。

上海解放了。裘慧英日夜寻找李白的

下落，却在浦东发现了李白的遗体。

永失爱侣，裘慧英的痛楚自是不可言

说，但她没有被悲伤压倒。晚年，裘慧英全

身心扑在弘扬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

事业上，年轻人亲切地称她为“裘妈妈”，视

她为引路人。

风雨同路 人间知己
——记李白烈士的革命伴侣裘慧英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蒋文栩

半个多世纪前，一部反映我党地下工作题材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

靡一时，蛋糕里夹电报底稿、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李侠在最后被捕前仍坚持发报等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

雄李侠的原型，正是中共上海地下电台发报员李白。少有人知，李白烈士的伴侣、浙江籍地下党员裘慧英，同样是隐蔽

战线的豪杰。

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

不少人喜欢看谍战片，里面紧张刺

激的情节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在这些

“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里，间

谍是种很神秘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

《反间谍法》已对间谍行为作出了明确的

法律界定。

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间谍行为主

要包括下列五类行为：（一）间谍组织及其

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

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

代理人的任务的；（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

人以外的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

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

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

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四）为

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五）进行其他间谍

活动的。

间谍行为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

眼前”。根据国家安全机关统计，退伍军

人、留学生、高校师生、军事发烧友以及军

工企业、国防科研单位、政府机关人员等，

都是间谍组织着重关注的对象。还有一些

年轻的网友，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境外

人员利用。

台湾“小姐姐”主动示好
只为套取机密

2011年时，18岁的小哲正在国内一

所重点大学的机械专业读二年级，因为学

习成绩优异，他得到了去台湾义守大学学

习交流的机会。

到了台湾后，在一次聚会上，小哲被

一个自称许佳滢的台湾女子搭讪，之后两

人相熟起来。1个月后，两人相约旅行，

许佳滢不厌其烦地打听关于小哲的各种

情况，比如亲戚中有没有公务员，能不能

接触到政府的一些文件，并且告诉小哲这

些文件可以卖钱。当晚，两人发生了

关系。

小哲所学专业可以接触到不少国防科

工的机密，但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小

哲回到大陆后，许佳滢以恋人的身份向他

提出要求，让他及时把取得的成果发过去

与她分享。

小哲就读研究生后，参与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一些项目，逐渐感觉到许佳滢的要

求不正常，就提出分手。结果，许佳滢在小

哲的朋友当中诋毁小哲是个骗子。

2014年，许佳滢的活动被国家安全部

门发现。经查，小哲总共向许佳滢提供了

涉及国防科工的近百份情报，收到许佳滢

的报酬共计折合人民币4.5万元。小哲因

为不再适合相关专业的学习而退学，并被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经查明，许佳滢的真实姓名是许莉婷，

1977年1月出生，比小哲大了整整16岁，

是台湾军情局的间谍人员。

无独有偶。2015年，到台湾一所大学

做学术交流的大陆学生小朱，认识了原立

法委助理徐子晴。2016年，徐子晴帮小朱

拿到了台湾一个两岸学生夏令营的邀请

函，作为回报，小朱邀请在国家某重要机关

工作的熟人小丁一同去台湾。

随后，徐子晴以“在大陆开化妆品公

司，请小丁入股”为诱饵，吸引小丁频繁地

给她发送单位带着密级的红头文件。短短

3个月，小丁先后向徐子晴提供了多份内

部文件资料，其中秘密级 1 份、机密级

4份。

其实，徐子晴的真实姓名是徐韵媛，是

台湾军情局间谍人员。由于他们的交易被

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小丁没有等到徐子晴

给他回报，就已经沦为阶下囚。

反奸防谍
我们能做什么？

做好反间谍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事实

上，公民和组织在反奸防谍方面可以做很

多事情。如果你身边就有人没有躲开间谍

的大坑，又恰巧被你发现，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沉默不是个好选择；被工作人员询问

调查时，也千万不要拒绝回答，更不要想着

用暴力回应；坦坦荡荡接受调查，不仅帮了

自己，更帮了朋友。

浙江省国家安全厅表示，个人和组织

发现间谍线索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线索，除

了拨打“12339”电话举报，还可以通过“国

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www.12339.

gov.cn）”进行举报。

根据《反间谍法》的规定，国家对支持、

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

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最近，浙江省

国家安全机关制定出台了相关实施办法，

对举报间谍行为线索作出贡献的公民给予

精神和物质奖励，并在11月 1日举办的

“《反间谍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对

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关于关于““间谍间谍”，”，你知道多少你知道多少？？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蒋文栩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4周年。

《反间谍法》是我国反间谍工作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对防范、制止和惩治

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起到基础性法律保障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间

谍工作。

别以为反间谍工作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反间谍工作不仅是国家安全机关

的事，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