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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档案馆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50年9月
6日的扬州市区（原江都县城）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合影。这是扬州首次发现的地下工作者合影，对
研究扬州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发现缘起查找资料意外收获

一张已经局部变白、长有霉斑的五寸黑白照
中，21人分三排排列。照片上方的文字“在毛泽东
旗帜下共同前进 胡局长离扬留念 摄于瘦西湖小
金山绿阴馆 一九五○ 九 六”，就是这张照片的
所有信息。

2012年6月，扬州市警察学会秘书长朱德林，
从整理原来筹建的市警察博物馆和禁毒史料博物
馆遗存的资料着手，准备在已编辑的两轮《扬州公
安志》基础上撰写历任领导和英雄模范的个人传
记。在随后的工作中，扬州解放后第二任公安局局
长胡汉的简况成为最大困难，遍寻地、市两级档案
资料，除了胡汉批示的文件外，其是何方人士、有何
经历、去向何处均不详，甚至一张照片也没有。

后来，朱德林辗转打听到胡汉长子胡树中在
上海的居住地址与联系方式，便向其了解相关信
息。胡树中传来一张有关其父肖像的翻拍合影
照，并指出父亲胡汉是二排正中穿白衬衣者，其余

可确认者为扬州市离休干部蒋建、薛锋及两位妇
女（胡汉妻朱菊如，胡汉妹胡易）。

震惊信息隐蔽战线罕见合影

对于曾任上海提篮区和虹口区检察院检察
长的父亲的经历，刚刚从上海检察院退休的胡树
中许多地方也不清楚。经过寻访，朱德林在上海
市档案馆和虹口区档案馆查找到胡汉悼词等准
确资料。

根据档案记载，胡汉，男，汉族，1918年10月7
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胡家桥村一个农民家庭。
其父胡森大为中共地下交通员，1942年在反清乡
斗争中英勇牺牲，现安葬于澄西革命烈士陵园。
胡汉排行老大，下有四个妹妹，家中经济十分困
难，以致妻子在1943年病死。胡汉七岁起在私塾
读书十年，写得一手好字，同时也明白了许多道
理，于1939年11月投身革命，1940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在苏、锡、常和高邮、扬州等
地从事地下工作，胡汉留下的曾用名较多，如汗
华、胡汉华、周歧兴、于千方、胡中和……1949年1
月28日至1950年10月，胡汉任扬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局长。此前的1948年3月至1949年1月，胡汉
任中共苏皖边区第二地方委员会社会部联络情报
科科长，这正是扬州地下工作的直接指挥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访，这张照片的信息逐渐
完整，这是一张共产党领导的部分扬州地下工作
者的合影，除了前排正中间的胡易是胡汉的妹妹
之外，包括胡汉妻子朱菊如（后排左一）、高家秀
（前排左二）、蒋建（后排右一）在内的所有人均不
同程度地参加了扬州的地下工作。

遍寻求证已有18人身份确认

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身份有着极为
严格的保密规定，许多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这
份史料的现身，是中共地下工作历史上极为罕见
的事情，对拍照原因以及研究扬州地下工作情况、
丰富党史和扬州警察史有着重要价值。当务之

急，是寻找到照片中的当事人，并弄清是否所有
人均在世。通过跑上海、去南京、下江都，对已辨
认出的人一一查找信息、登门拜访，逐渐弄清了
18 个人的具体身份职务，另有 3 人未能弄清其相
关情况。

对于这张照片，许多当事人都没见过，甚至连
拍照留念的事也没有了印象。部分当事人回忆，
照片拍摄的缘由是因胡汉接到组织决定，调离扬
州市公安部门。临行前，胡汉邀请过去从事地下
工作的同志一起相聚，同时公安局同事还单独合
了影。

至于照片中的人物大多为公安人员，乃因扬
州解放后，胡汉将半数地下工作者吸收进公安局
各部门，继续为扬州的反特剿匪、治安稳定做出努
力。当时，政权已趋于稳定，曾经的地下工作者在
新岗位公开工作，已无保密必要。

潜伏故事地下尖兵卧敌身旁

扬州解放前的地下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大家
又以什么身份从事情报工作？这个历史疑云也在
当事人的回忆中有了答案。

据朱仁平 2001 年编著的《峥嵘岁月话扬州
——老同志回忆古城扬州人民革命斗争》，以及
市国画院离休干部薛锋（后排中）等人介绍，1948
年前，扬州地下党组织数次遭国民党情报机构破
坏陷于瘫痪。

胡汉接手扬州地下工作领导任务后，殚精竭
虑、艰苦经营，终于发展建立起40余人的地下工作
网络，苏皖二地委1949 年1月又专门成立了扬州
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江都县城的地下力量，搞策
反、送情报、护厂护校、维持市面，为扬州城的解放
和平稳过渡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时，薛锋的掩护身份为中统学运组组长，张
天遐（后排右三）、金鹏（后排左二）均为组内骨干
成员。这样一来，三人在同一个部门，在搜集情
报、布置完成任务上极为便畅。

当时，根据胡汉指令，高家秀与蒋建弟弟等
人，将另一组情报人员绘制的扬州城防图送至

江都县城（此档案材料现珍藏于扬州市公安局
档案室），使得解放军提前得知国民党军队的布
防情况。

老人心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5年秋，扬州市档案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无
锡的退休干部吴双，来查找据说做过地下工作的
父亲吴雨华的材料。工作人员请朱德林介绍相关
情况，朱将吴带到档案馆三楼老照片墙前，那张放
大的地下工作者合影正在其中，不想吴双一下子
认出中排右一正是其早逝的父亲！

几天后，吴双的哥哥吴群来到扬州市档案馆，
详细了解父亲吴雨华从事地下工作的具体内容，
他看到了档案和从其他老同志处查找到的资料，
以及吴雨华当时在《江都日报》发表的反映思想斗
争、追求进步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后来，吴双又在
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发现了一些吴雨华
撰写的文章，这些资料全都收进了吴双整理成的

《雨华文存》纪念专集。
在寻访当事人过程中，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

们看到这张照片，无一例外都激动万分。当思绪
回到当年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峥嵘岁月，老人们神
情淡然，回忆共同工作的经历，大家感慨万千。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战友逐渐失去联系。几十
年来，大家生活得怎么样、各自的工作进展如何，
因为这张照片的出现，成为老人们心头的挂念。
这些曾为扬州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尖兵，表
达了共同心愿：希望这样的珍贵红色档案史料能
够更好地被挖掘和保护，让后人借此能更好地了
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不易，缅怀那些鲜为人
知的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本文供稿：朱德林 雍 俊

这些调查概况虽然目录体系不尽相同，但基本
涵盖史地概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
调查等地方情报的方方面面。

以《镇江概况》为例，全书由一般概况、省级组
织调查、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调查、人物调
查8个部分组成。由于镇江在当时为江苏省省会，
因而多了一个“省级组织调查”章节，从政治、军事
和人物三个方面对全省情况作了概括。第一部
分，一般概况。包括沿革与地形、行政区划、户
口、土地面积及交通概况，详细描述了自 1928 年
丹徒县改镇江市后的城市地形地貌情况，甚至当
时耕地面积详细到多少亩水田、多少亩旱田以及
高地。物产情况也包括农林牧副渔各方面数
据。第二部分，省级组织调查。记述了当时省级
政权的组成情况，从主席到各局的处长、党团负
责人姓名、机构所在地、职员数量、办公电话以及
机构物资情况一应俱全，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小
天平有一具并且砝码不全”都详细记录在册。第
三部分，政治。主要介绍了地方政权机构、党派
特情，其中党特分布调查情况尤为详细，包括姓
名、职务、年龄、性别、成分、住址、目前状况等多
方面信息。第四部分，军事。由地方武装、其他
武装、军人团体及机关、驻镇江军事机构四个方
面构成，详细记录编制、武器、人员情况，包含机
构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信息。第五部分，经济。主
要介绍了经济机构及财产、金融农矿、工商业企
业、交通、工业、商业等各方面，更详细记载了公
馆、住宅地址，工厂生产情况、地址电话等具体信
息。第六部分，文教。从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
台介绍起，学校概述中大学、高中、初中情况一应
俱全，详细到校车司机的年龄、机关和家庭住
址。第七部分，社会调查。主要介绍了社会团体、
宗教、医院慈善救济事业、律师、公共场所等内容。
第八部分，人物调查。是对之前章节中未提到的镇
江境内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介绍补充。

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解放战争期间我党的隐蔽战线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除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外，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着重大作
用的隐蔽战线。这条隐蔽战线虽然没有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但其价值、意义和惊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公开战场。这条隐蔽战
线很少出现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战斗英雄，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默默无闻、英勇无畏的战士，甚至有的人直到牺牲了，我们都不能
说出他的名字。这条战线在很多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上，建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功勋，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档案，来揭开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一角。

解放前夕解放前夕，，华中工委与江苏地方调查华中工委与江苏地方调查

扬州密战英雄全家福扬州密战英雄全家福：：一张罕见的地下工作者合影一张罕见的地下工作者合影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解放
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
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
党区域。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统
一和加强华中地区党、政、军领导，改变华中分局
并入华东局后只留下两名委员在华中主持工作的
局面，华东局于9月12日决定组建中共华中工作
委员会（简称“华中工委”），陈丕显任书记。11月
10日，华中工委正式成立，属华东局领导，工作机
构设组织、宣传、民运、联络等部及财政经济委员
会，1948年增设政策研究室。

1948年5月，为加强对江南地区及长江两岸
党组织的领导，迎接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的新
形势，华中工委及所辖华中第一、第二、第九地委
分别组建江南工作委员会，作为党委的专门工作
机构。6月13日，华中工委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
指示》，要求各地委加强城市工作，建立城镇工作
队。11月，华中工委发出《关于大量培养江南干
部的决定》，指示各地委以及江南各工委，立即着
手大量培养干部，为解放江南做好组织上的准备。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为接管大中城市做准备，
着手城市调查工作。1948年9月，负责长江流域、
西南各省等处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给南京
地下市委发出指示信 ，要求“研究敌人政治、军
事、经济的动态”，“今后必须一齐努力，共同注意
不断地了解研究，按时报告上级，如关于敌人重要

决策、派系任务的动态及其主张、重要会议内容，
外交动态、经济动态……实行分工合作，分头亲自
动手，随时整理与研究材料（指一定的人员）……
对于今后管理大城市的调查研究工作亦必须有计
划去进行，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并研究华北各大
城市管理城市的新经验。”这份指示信中还明确了
管理与接收的具体步骤准备，其中头等重要的就
是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工作由少数专人负责的
习惯转变成为全党群众团体一种经常工作，渗透
到日常工作中去”。

编纂这批城市调查资料并非易事，从目前档
案记载和文献看出，根据每一单位、每一党员与干
部以及周围干部情况，确定具体调查研究任务，并
规定向组织作报告的制度与时间，每个组织与群
众团体指定专门干部成立调研组，专门负责整理
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材料并进行初步研究。除此以
外，还利用当时已公开出版的刊物，包括《市政公
报》《城市电话簿》等，对于一些重要而复杂的部
门、企业，组织专门调研，甚至战场上缴获的国民
党资料、俘虏交代的材料也成为编纂城市调查概
况的参考。

尽管如此，编纂工作者们仍相当严谨，翻开每
一本调查概况的首页都有这样一段话：“由于长江
阻隔，材料搜罗不易，时不我待，集稿复极匆促；编
者的能力有限，只就手头材料，赶编付印，致全书
内容不够充实，部分材料失之偏祜，去理想远甚。

更值全面解放前夜，匪情变化频繁，机构人事，朝
令夕改；是以内容与实情间有出入，殆所难免。本
编仅供参考，尚希阅者鉴别。”

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着一套特殊的资料，由中共华中工委会调研室编印，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为接管大中城市开展准备工作而留下的城市调查资料，
包括《南京概况调查》《徐州概况》《镇江概况》《新海连概况》《苏州概况》《无锡概况》

《武进概况》《常熟概况》《仪征概况》等30余册。它们形成于1949年上半年，介绍各
地土地人口、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经济情况等，内容翔实有据，真实展现了当时我
党地下隐蔽战线工作，为解放战争胜利后迅速平稳有效接管城市提供了参考。

一一、、华中工委编纂江苏地方调查背景与过程华中工委编纂江苏地方调查背景与过程

二二、、江苏地方调查资料的内容和特点江苏地方调查资料的内容和特点

1.真实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江苏隐蔽战线斗争
情况。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开辟第二
战场，派出中共党员秘密潜入国统区伪装成各种身
份做地下工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获取
情报，配合解放与接管城市。但目前对党的情报工
作或隐蔽战线的学术性研究较少，而影视作品演绎
成分较多。这一套江苏地方调查资料有力地反映
了解放战争时期江苏地下党工作情况，从资料的翔
实程度可见潜伏工作之深、之难、之重要，为我们今
天研究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参考。

2.辅助顺利接管江苏大中城市。大中城市的
顺利接管首要问题就是对城市信息情况的掌握，华
中工委编纂的江苏地方调查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
用。后来有老同志回忆说，镇江解放后，旧政权银
行人去楼空，留下的看门人也一问三不知，接收旧
政权银行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依照《镇江概况》提供

的资料为基础，核实全市公私行庄是否遗漏，确定
性质进行资产盘点，因为有了概况中关于银行情况
的详细描述，工作开展迅速而顺利。从1949年4月
23日南京解放到5月30日市委总结接管情况，仅
用37天就顺利接管了南京，秩序恢复和生产生活
均平稳过渡，这无疑有《南京概况调查》等城市调查
资料的功劳。

3.为研究当时江苏地方历史提供参考。这一
系列城市调查资料全面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地区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
情况，事无巨细。资料中收集的大量人物信息、
耕地物产、建筑情况、厂矿生产能力等，翔实程度
甚至超越了一般方志。对于研究当时历史条件下
的地方史，拓宽对江苏大中城市的历史变迁认识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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