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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後期
中共基層黨組織運作

——以河北容城私派地下黨員案為中心

●任耀星

摘要：1948年為國共內戰的重要時刻，中共中央對外鼓勵各解放區採取擴張性城

市工作，對內則加快收攏、整合解放區資源，縮小地方權力。中央這一系列政策

變動，直接與解放區黨組織長期自力更生形成的獨立生存結構發生碰撞，從而引

發內戰後期基層黨組織如何適應中共開始全面進攻後的轉型期這一關鍵問題。本

文利用國民政府訴訟資料，打破國統區與解放區之間的區隔，審視1948年初中共

河北容城黨組織私派地下黨員楊楫向國民黨「假投誠」，進入北平從事物資採買和

情報蒐集工作的個案。縱觀楊楫在北平的潛伏歷程，可以發現在中共走向勝利之

際，地方黨組織依然存在違反中央城市地下工作紀律，利用與國統區的關聯私下

為自身謀求利益的地方本位主義傾向。不過，正是這種中央視為不良傾向的活

動，讓我們更多元地理解內戰中解放區與國統區、中央決策與基層組織間的隱秘

聯動關係，以及地下黨活動的真實樣態。

關鍵詞：北平　河北省容城縣　國共內戰　地方本位主義　中共地下黨

1948年5月3日，北平憲兵司令部第二特高組（以下簡稱「特二組」）收到

線人密報，該年1月「奸匪」河北容城縣縣長選派共產黨員楊楫由冀中解放區

潛入北平。自潛入北平開始，楊楫便以其岳父經營的濟安堂藥鋪為掩護，於

黑市買賣黃金，企圖擾亂北平金融市場。情報核實後，特二組授意線人聯絡

楊楫，以購買黃金並為其覓一職務為辭，誘使其書具履歷。但為防楊楫疑

忌，特二組又改稱籌款未定，略作遲延。逾二日，楊楫主動催促完成交易。

＊	特別感謝付海晏老師的悉心指導！本文初稿吸收了呂文浩、李俊領、王龍飛、饒泰

勇、鍾欽武、張祥梅，以及其他諸多師友惠賜的寶貴意見，修訂階段又得三位匿名評

審專家的建設性意見，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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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情形，特二組即會同北平城西憲兵、警員對楊楫實施誘捕。被捕不久，

楊楫叛變，並供出所在地下黨小組其餘成員及在北平接觸的多重關係網，地

下交通員張同樂連累被捕1。

一個小人物的行動成敗，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微乎其微。但通過楊楫的個

人軌迹，我們可以看到北平與解放區、中共中央與基層黨組織間草蛇灰線式

的彼此牽動。在北平行轅對楊楫的審訊記錄中，以往極少受到關注的中共城

市工作與解放區黨組織間的聯繫被展露出來，同時也為從國統區中共地下活

動反觀解放區的研究路徑提供可能。尤其在1948年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2， 

中央一邊要求各解放區加大對敵後城市的滲透，一邊也加緊對解放區基層組

織、財經等權力的收攏和統一，明確「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縮小地方權

力」的大方向，輔以強化出入口監管等手段，讓地方經濟、情報等各方面更多

服從上級計劃，受監督、指揮和調節3。在此背景下，北平周邊解放區的黨

組織，如何利用其長期自力更生形成的獨立生存網絡，來應對解放區內部、

國統區城市的一系列新變化？這些基層黨組織的地方行為在解放區的內部整

合中又意味着甚麼？這些問題均可以在上述個案中找到一絲線索。

目前學界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及隱蔽戰線的研究已極為豐富，但在空間上

關注地下黨的城市活動（如發展組織、動員策反及情報蒐集等）多，討論其在

服務根據地／解放區的功能少；群體上注重上層領導、精英等典型人物，對基

層末梢的普通地下黨員着墨少；在資料選取上對中共作為勝利方的敍述發掘

多，對國民黨方及失敗地下黨員的資料發掘少4。近年來，部分學者從中共

地下黨開展工作過程中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切入，聚焦敵後黨員的生存、

黨組織的應變和黨的路線方針實施等問題5。也有學者開始關注香港地下

黨、晉察冀邊區城工組織的情報、物資工作對根據地／解放區建設的作用，以

及基層地下黨員的隱蔽活動特性等6。

不過，個案的魅力在於幫助我們看到制度或專題研究之外的一些遺落碎

片，如國共內戰期間存在於解放區內部的地方本位主義7，在同一時期解放

區的城市工作中也有所表現，對重新理解當時國統區與解放區、中央與地方

黨組織關係有所補益。有鑒於此，本文以叛變地下黨員楊楫的訊問筆錄為線

索，打破國統區與解放區之間的區隔狀態，從微觀上重構解放區黨組織私派

地下黨員潛入北平的整個運作過程，以及其背後的動因、組織關係和地方資

源。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重新認識1948年這個特殊時間節點，面對中共轉

向全面進攻、對內對外諸多政策調整環境下，解放區一個基層黨組織在維護

地方利益方面的方法和尺度。

一　派遣

「楊楫，男，二十三歲，河北容城縣大八於村人，住本市〔北平〕後門馬良

大院甲五號。1943年加入我第十軍區教育訓練班學習，後又任教育助理、文

教會〔文建會〕幹事、文化書店會計。1947年在容〔城〕縣加入共產黨，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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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奉容城縣縣長劉釗、政委張傑派遣到北平假行投誠，並利用其同鄉吳玉如

的關係辦理假投誠的手續，加入國民黨中統局〔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做反間諜工作。同組共六人，楊為黨的小組長。」8這是中共對楊楫1948年5月

被捕叛變前履歷的簡要追述，它顯示了1947年以來國共激烈鬥爭態勢中，解

放區對國統區中心城市的一種滲透方式。

一般認為，抗日戰爭勝利後北平的中共地下工作逐漸整合為三大派出部

門：城市工作部負責在敵後建立、發展黨組織，指導宣傳、教育和組織群眾

工作；社會部的任務重點是打入敵方上層人物圈蒐集情報；解放軍敵工部則

主要從事軍事情報偵查和國軍將領策反9。但楊楫所代表的是區別於當時北

平三大部門的解放區黨組織派遣系統，任務與三大部門均有交叉，但彼此又

無統屬聯繫。據楊楫所述，地下黨小組主要接受容城縣政委張傑領導，日常

則由政委下屬的聯絡部長負責bk。其實，根據上述容城管理地下黨派遣工作

的組織關係，這支地下黨小組的工作性質和內容是可以大致確定的。

據時人回憶，1945年8月容城「解放」時，縣內黨政軍合一，因而縣委書

記也稱縣政委bl。在縣政委領導下，容城設有組織、宣傳和聯絡三部bm。冀

中各縣聯絡部主要有三大任務：一是負責發動群眾，開展爭取支持、瓦解敵

偽軍工作；二是蒐集周邊各據點敵軍情報，配合武裝部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

量；三是貫徹執行優俘政策，處置戰俘bn。據此，楊楫所屬地下黨小組理應

肩負在北平的敵軍策反和情報蒐集傳遞工作，極具軍事輔助色彩。另依照晉

察冀中央局規定，重大城市的滲透工作一般須由地委以上的聯絡部負責，邊

沿縣聯絡部應着重於中小城鎮的打入工作bo。由此觀之，容城向北平派遣地

下黨小組，明顯存在越權嫌疑。

既然如此，為甚麼容城黨組織依然堅持向北平派遣地下黨員呢？這與容

城的地理位置和抗戰以來冀中解放區在中共物資、情報系統中的地位有緊密

聯繫。如圖1所示，容城所在的冀中十分區地處北平、天津、保定（時稱清苑）

三大戰略要點之間，且南臨白洋淀，域內又有拒馬河、大清河以及平漢（北

平—漢口）、北寧（北平—遼寧）兩條鐵路經過，因而自抗戰時起便不僅是國、 

共、日偽的必爭之地，也是晉察冀邊區開展平津城市工作的主要負責區 bp。

容城所在的白洋淀地區甚至依託平津，逐漸形成了幾個較大的軍用品交易市

場。冀中本地、北嶽、冀南、晉冀魯豫邊區、晉綏邊區、山東渤海地區的商

店、機關和部隊，都在這片區域設立了採購部或辦事處，通過各種關係，搶

購軍用品和工業原材料bq。而容城作為這一時期為數不多打通解放區間貿易

的節點，實際成為溝通多個解放區與平津等國統區城市的物資交換中心br。

不僅如此，自國共內戰始，為保障現代化大兵團作戰的經濟和物資供

應，中共中央嘗試逐步收攏各解放區原本下放至基層的財經自主權，如華北

財經辦事處（以下簡稱「華北財辦」）多次改組、擴大冀中解放區的公營出入口

貿易企業——永茂公司，面向平津統一收購軍需物資bs。晉察冀中央局也在

逐步關停各機關、部隊開設的公營商店，以求集中邊區財經力量bt。但是這

樣限制地方經營商業，直接影響解放區各縣自身的財政收入和軍需補充。尤

其晉察冀邊區各縣黨、政、民、縣大隊、區小隊等開支一直由縣負擔ck，這

一變動所帶來的問題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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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中共中央為支援華中的大兵團作戰，提倡精簡節約，不斷縮減地方

經費、精簡地方人員以充實部隊；衣食、彈藥等各方面供給標準也是部隊優

於地方，野戰軍優於縣區武裝cl。這種改革同樣對容城等以游擊活動為主的

邊區黨組織不利，如容城正處於平、津、保三角區域，同一時期也在面臨與

國民黨軍隊及周邊保安部隊的頻繁作戰。中央統一財經的措施，諸如限制、

關停地方對敵自主採購項目，直接影響了容城等地的游擊活動。作為長期獨

立生存發展的容城縣委，受此局限後私下派人進入北平為本縣採購物資，蒐

集、傳遞一些關於容城的情報，自然不難理解。

相較解放區黨組織積極向國統區城市滲透的需求，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

作卻受損嚴重。內戰爆發後，北平加緊對中共秘密機關的搜捕工作，並隨戰

局不利不斷加壓。1947年5月，北平市政府要求詳查城內中共秘密工作之布置

情形，對潛伏人員、嫌疑份子及平素與「奸匪」有關之人員、商店均作詳細調

查、監視，並允許在必要時秘密破獲cm。7月，國民政府發布總動員令，國防

部保密局北平站亦在同月成立，全方位強化對中共地下組織的追索力度cn。

這一點從楊楫被捕時，軍、警、特三方合作可見一斑。隨着北平城內形勢愈

益緊張，中共地下活動空間愈發逼仄，黨組織不斷遭受破壞。個別黨員變

節、暴露組織，更給活動中的地下黨員在精神上、行動上造成拘束co。

解放區基層黨組織的外向型需求與北平地下黨組織的拘束之間的反差，

或許便是刺激容城地方黨主動派遣入黨不足一年的新人潛入北平的動因之

一。聯繫楊楫在訊問筆錄中透露的工作內容，1948年初他潛入北平，不僅需

要為容城提供情報，還需要為來往於容城和北平的採購員提供幫助。在其被

圖1　平漢津浦沿線城市分布圖

資料來源：〈積極打通平漢津浦，規復華北大好河山（附圖）〉，《中央日報》，1946年10月4日，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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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捕後招供的工作關係中，容城縣裏永茂公司下屬商店（以下簡稱「永茂商店」）

的採購員即佔一半以上cp。觀察這些細節，無論情報蒐集還是物資採買，其

實均與容城地方黨的需求高度吻合。因而容城黨組織一力組建北平地下黨小

組，亦可視作為滿足地方需求，對北平原有溝通功能的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容城黨組織的這種私派行為，也受華北局勢變動的因素

影響。自1946年以來，北平市委為清理城內黨的組織關係，已經不再主張根

據地向城市「大搞派遣」，轉而要求將各縣派出的或經他們發展的地下黨員，

都統一交北平市委領導，或由各地委以上的黨委領導cq。這一政策無疑使得

容城喪失了對北平原有地下工作網絡的控制權。另外，抗戰勝利後晉察冀邊

區城工系統重心向平西（北平西部）地區轉移，受其影響，容城一帶在抗戰期

間逐步成熟的秘密交通線大部分結束工作，向平西集中，其餘交通線也被國

共在這一地區的拉鋸戰逐步破壞。這些變動實際造成容城與平津傳統往來路

徑的全面癱瘓，也意味着容城長期依仗的軍需品自主來源極大受限。

楊楫的供詞受限於訊問者的情報需索興趣，對容城的派遣過程和目的講

述極為籠統、簡略。但是結合北平與容城的地理位置、歷史傳統以及政策變

化，筆者可以大致勾勒1948年前後地方黨向北平實施派遣的諸多細節。尤其

在這些幽微處，我們可以明晰地觀察到解放區基層黨組織利益與上級政策變

動之間的張力。在1948年這個關鍵節點上，一方面中共中央為戰略進攻收攏

地下工作系統的組織關係、整合解放區的各項資源，另一方面這些變動又牽

動或限制了同樣處於頻繁交戰中的地方黨組織的生存或發展。自然而言，一

種完全基於地方需求的基層黨組織派遣系統便逐漸形成。

二　選員

與中共對解放區幹部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和領導力不同cr，國統區地下黨

員，尤其如楊楫等由地方私派的人員，除工作的大方向和重大行動需要服從

上級指示外，日常行動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自行決定。這種截然不同的環境和

工作習慣，自然對地下黨員的各方面能力有特殊要求，因而基層黨組織對地

下黨員的選拔標準便顯得極為重要。從根據地潛入北平的楊楫和長期在北平

工作的交通員張同樂被發展為地下黨員的過程，可見基層黨組織選取地下黨

員的標準，以及為適應地方需要、對地下黨員提出的一些條件：

首先，中共一般認為從根據地動員和培養的地下黨員，必須經過較長時

間實際工作的鍛煉，具有一定的領導能力。以楊楫為例，他於1943年參加八

路軍部隊，因較為年輕，且有些知識基礎，不久即被推薦參加軍分區的教育

訓練班，訓期結束後派往容城擔任教育助理，主持改革、發展新民主主義教

育和大眾教育等業務；隨後歷任縣文建會幹事、縣公營文化書店會計，工作

表現突出。1947年3月經文化書店主任解化民介紹加入共產黨，候補六個月期

滿方始成為正式黨員。不僅如此，作為地下黨員的備選人，入黨前後的思想

表現同樣重要。據楊楫回憶，在其入黨參與各種黨員活動後，自覺思想變得

更為積極了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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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下黨員必須在敵後具備豐富的掩護條件和社會關係ct。就楊楫

而言，其進入北平之初聯繫的同鄉吳玉如，與其便是師生關係，且吳時任國

民政府河北省訓練團秘書。正是藉吳的親筆介紹信，楊楫才順利完成入城之

初向國民黨「假投誠」的手續。此外，楊楫藉親緣關係，託妻子楊淑琳及岳父

在北平的濟安堂藥鋪出具鋪保，徹底洗脫自身「奸匪」身份嫌疑，並獲得在北

平居住的短期權限dk。當然，楊楫在北平的社會關係不止如此，其在抗戰時

期曾於北平燕冀中學讀書的經歷，也為其潛入北平後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和活

動，提供一些潛在的學緣助力dl。

除從解放區直接挑選地下黨員外，地方黨也會利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辦

法，發展城內的底層群眾入黨從事地下工作。由於長期形成的歷史傳統，北

平周邊地區很多人赴北平謀生時習慣投奔親友和同鄉，因此同鄉之間聯繫緊

密。這些工人雖孤身在北平謀生，但因其老家位於解放區，故與解放區也有

密切聯繫。地方黨組織便借助這一有利條件，「逐村調查在城市謀生的人員情

況，並勸說在大城市有親友或曾在城市從業的人員盡量到大城市謀生」dm。按

常規流程，縣委須將這些符合條件的備選人員集中起來辦訓練班，在訓練班

上講形勢，交代政策，給以任務，並從中發現積極份子，發展黨員，最終將

其派往城市dn。

不過，地方黨組織這一時期的發展方式雖基本遵照流程，但卻稍顯粗陋、 

大膽。如楊楫、張同樂二人均為1947年入黨的新人，信仰牢固程度尚屬未

知，之前亦無正式潛伏敵後的訓練和經驗。尤其張同樂，長期在北平協昌煙

鋪當學徒，故入黨考察、學習過程極不清晰，僅憑數次為容城傳遞消息的經

歷，而直接略過訓練班的考驗和潛伏知識的傳授諸環節。在倉促入黨不久，

張同樂便直接被派去從事地下工作。至於楊楫，在解放區期間雖表現積極，

但因家境富裕，故於1947年10月的冀中「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

運動中曾因家庭出身問題遭到「洗刷」，家中田產亦遭當地貧農團分光do。在

此事發生後，容城黨組織並未多作評估，依然選派楊楫作為地下黨員進入北

平，難免顯得有點冒進。

當然，解放區黨組織在啟用地下黨員時，也會慮及對地下黨員的管理手

段。如容城派駐北平的地下黨小組成員均為容城人，故而他們的家族親眷都

在解放區。在潛伏期間，如果某一成員出現問題，黨小組會迅速反映給解放

區黨組織，讓「有問題的人回家」，「由家鄉的黨組織給予解決」dp。通過這些

方式，黨小組始終保持對容城黨組織的服從性，不過由於粗疏的選員標準，

這種對外派黨員的約束手段便稍顯單薄。

在整個發展地下黨員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基層黨組織對以往地下工

作經驗的沿襲，但在具體的做事手法上，也可以察覺到一種明顯的變化。這

種變化可能源於1948年前後面對中共在軍事上不斷勝利的事實，基層黨組織

悄然滋生出一種過份樂觀的態度，以及伴隨而來的略顯激進的行事風格。這

種風格並非容城黨組織獨有，當時的冀中區黨委，其實也在鼓勵地方糾正過

去「畏首畏尾的保守思想」，大膽使用一些「頑偽」、商人、俘虜，以便跟上軍

事要求dq。受這種精神氣質薰染的基層黨組織，在遇到自身軍需受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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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時，所採取的手段自然要遠比傳統的地下工作系統更大膽，派出的地下黨小

組工作目的性也更強。

三　組織

1948年1月，楊楫由老地下黨員文得山帶入北平。進城後，文得山向另

一地下黨員文斌章匯報，文斌章再單線聯絡容城駐北平的支部書記劉彭年，

最終經文斌章口頭轉述劉彭年指示：楊楫「初到平一切也不大熟識，只先託

人謀事，謀事要在北平，不要到外縣，要先辦手續，以便自己行動」。文得山

隨後帶楊楫到協昌煙鋪與交通員張同樂接頭dr。至此，楊楫正式加入容城駐

北平的地下黨小組。由於嚴格採取「多頭單線」的組織形式，各條線所屬基

層組織、黨員、幹部間一律不發生橫向的關係 ds。所以楊楫加入的過程，也

只是間接通過交通員與支部書記匯報、了解協昌煙鋪這一情報中轉站，即告

結束。

單從上述劉彭年的指令看，地下黨小組對初入城的楊楫並未給予太多要

求和約束。不過，接下來楊楫辦進城手續的過程，可能給劉彭年及容城黨組織

帶來些許意外。據中統北平區辦事處回顧，楊楫1948年初潛入北平，首先拜

訪吳玉如，並向吳坦白其曾在解放區的工作經歷，以及打算「自首投誠」的想

法，不過隱瞞了赴北平仍為解放區工作的計劃。之後，楊楫利用吳的親筆介

紹信及其岳父出具的濟安堂鋪保，面見河北省政府統計處股長張芳（中統高級

特工田昆生化名），為「表現功勳」，還主動上報數名容城採購員情報。雖然楊

楫在5月被捕後，稱其年初所供「功勳」中並無容城主要採購員dt，可能僅是

關於一些往來解放區的「私商」（下詳）或已結束工作的廢棄交通線。3月25日， 

楊楫順利辦妥「自白手續」ek。

當河北省政府呈報北平行轅及「剿匪總部」後，行轅決定將楊楫調中統試

用，由情報科長楊力行領導工作。劉彭年獲悉楊楫打入中統北平區情報科

時，僅口頭指示其積極進行各項偵查工作，除此之外，既未提供其他幫助，

也再未發布與中統相關指令。而楊楫在中統的這段時間，僅向劉彭年報告過

國軍第十六軍掃蕩容城的軍事情報及吳玉如的活動，也未與中統情報科進一

步接觸。楊楫加入中統數月始終「無成績表現」，甚至一度引起中統內密主管

蓋一鳴的懷疑el。

楊楫在打入中統後相對消極的表現，再次表明由容城黨組織領導的這支

地下黨小組的私派性質。如上文所述晉察冀中央局對解放區各級黨組織派遣

工作的規定，中統北平區的打入及策反工作應由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或敵工

部直接負責。因此，容城黨組織對打入中統的偶然機會並無太多興趣。同樣

的現象，在劉彭年身上亦有類似表現。劉彭年亦曾打入北平市國民黨黨部宣

傳科，擔任幹事，同時長期寄居東北行轅官員孫繼儒的北平寓所。但據北平

行轅後期追查，並未發現劉彭年在市黨部及孫宅有刺探情報及策反人員的舉

動，僅知其趁抗戰勝利之初的混亂，曾親自採購及護送一部電台回容城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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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楊楫叛變後的供述，劉彭年領導的這支地下黨小組共六人，均由容城

派出，楊楫擔任小組長。如圖2所示，黨小組成員中有男性四人，女性兩人，

身份以交通員和採購員為主。其中，文斌章約四十歲上下，常住協昌煙鋪，

主要負責在劉彭年和黨小組間傳遞消息，與兼任交通員和採購員的文得山聯

繫較多。張同樂二十餘歲，藉協昌煙鋪學徒身份負責北平城內黨員之間信息

傳遞和接頭聯絡en。邢張氏、王小弟二人均為三十多歲女性，邢張氏既是交

通員，也是採購員eo；王小弟則主要負責交通，且當時並未到北平ep。

雖然名義上楊楫為地下黨小組長，但文斌章卻是黨小組內「實際的領導

人」。一方面，因文斌章與劉彭年「私人關係很好」，且為保持組織隱蔽，文劉

二人長期保持單線聯繫eq，所以在黨小組運作中，文斌章往往是最先從劉彭

年處獲取指令的人，然後藉在協昌煙鋪與張同樂的日常接觸發出指令，再由

張同樂利用煙鋪夥友的身份外出或在店中與各成員接頭、傳遞指令。這一過

程中，楊楫實際與普通成員無甚差別，而文斌章則成為支部書記的代言人，

進而逐步樹立起權威和地位。另一方面，黨齡資歷可能也是文斌章主導地位

形成的影響因素。文斌章黨齡最久、資歷最深，其餘五人雖亦為正式黨員，

但多是1947年入黨的新黨員。在訊問過程中，楊楫也把文斌章黨齡最高、所

以是黨小組內實際的領導人視為理所當然。如楊楫身為小組長卻不能與劉彭

年直接聯繫，反而必須通過文斌章轉達的問題，楊楫便將一部分原因歸結為

「他〔文斌章〕的黨齡比我高」。在談及地下黨經費控制權時，楊楫同樣認為「文

斌章來北平時間很早」，所以自然應該由文斌章掌管er。

雖然中共組織原則一直強調不能以負責人的黨齡、資歷為服從條件es，

但在實際運作中，黨齡資歷始終是黨內活動一項重要的參考標準。如部分根

據地對幹部的待遇劃分及婚姻審批，黨齡或幹革命的年限便是其中重要的參

照前提et。在解放區的生活經驗，無疑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楊楫在北平地下

黨小組內部的自我定位。

除黨齡問題外，地下黨小組所依託的社會工作網絡也與文斌章的個人關

係網高度重合，如黨小組的主要聯絡站協昌煙鋪fk。據楊楫與張同樂兩人描

圖2　容城駐北平地下黨小組結構圖

資料來源：〈訊問筆錄：楊楫〉（1948年5月13日）、〈第二次訊問筆錄：楊楫〉（1948年5月17日），	

北京市檔案館，J065-001-00320。

劉彭年
（支部書記）

文斌章
（諜工）

邢張氏
（交通員、採購員）

張同樂
（交通員）

王小弟
（交通員）

文得山
（交通員、採購員）

楊楫
（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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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述，作為協昌煙鋪老學徒的張同樂是聯絡站得以建立的關鍵fl。但比對協昌

煙鋪經理馬奭懿的訊問筆錄可以發現，馬在黨小組成員中獨與文斌章熟識，

甚至承認知道文過去曾在「容城縣八路軍當過小學教員」，且文之所以能在協

昌煙鋪不報戶口長期居住，亦主要受馬庇護fm。另外，張同樂在1947年入

黨，但在其入黨前後，黨小組已經將協昌煙鋪作為聯絡點fn。這一點亦可從

側面印證，協昌煙鋪這一聯絡站，應是文斌章藉自身關係網發展而來，他在

黨小組內的地位自不難理解。

從上述組織梳理可以發現，地方黨組織派遣的這支地下黨小組結構扁

平，成員分工也極簡單。這種形態可以有效控制黨小組內部的管理、溝通等

各項成本和風險。但是簡化也意味着組織功能的削弱，難免會給地下黨員造

成其他方面的困擾。如楊楫等潛入北平後，像解放區那樣頻繁的組織生活基

本不存在，與黨組織有溝通需要時，只能通過交通員口頭轉達或在協昌煙鋪

聯絡站接頭fo。如此孤立的組織形式，雖維護了行動安全，但也使地下黨員

在心理上失去了對黨組織的感知。相應地，地方黨組織也面臨對地下黨員的

思想狀況了解不多、對時局情況和上級的方針任務轉變不易傳達等問題。這

種信息的缺失，極易引起地下黨員在日常工作中的苦悶情緒，也容易動搖其

對革命信仰的堅持fp。或許正是這種現實處境，促使楊楫和張同樂在被捕後

很快「喪失共產黨員立場」fq，並供出大量地下黨和解放區的情報。

不僅如此，從這支地下黨小組的實際運作過程和組織分工結構，我們有

理由得出一個判斷，即黨小組應該是圍繞資歷較深的劉彭年和文斌章逐步組

建而成的。其中劉彭年常駐北平，有穩定的掩護身份，文斌章則來往於北平

與容城之間，負責溝通信息、構築聯絡站。在北平建立這一錨點後，容城黨

組織通過選員，發展合適的地下黨員送至北平，再由文斌章將這些人組織起

來，形成一個相對鬆散的地下黨小組，唯一與這支黨小組發生組織上聯繫的

只有容城黨組織。換言之，這支黨小組在中共的地下工作體系中應該處於一

種「不存在」的狀態，所以它不僅與當時駐北平的中共三大地下工作系統互不

干涉，甚至互相一無所知。

四　採買

自1946年1月國共「停戰令」頒布，國統區與解放區之間的商貿一度繁榮。 

翌年1月內戰全面爆發後，國共雙方重新加緊對敵經濟封鎖，正常商貿往來趨

於斷絕。但實際上，平津各市的糧棉等物資多仰給於周邊中共治理的農村fr， 

同時解放區也須從平津採購軍用品和工業原料，因而解放區與國統區在多個

領域依然存在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fs。這種情況到1947年下半年更加明顯，

由於來自晉察冀邊區的攻勢，國民黨在華北已同華東、中原、西北等各戰場

隔絕，路上交通、給養中斷ft。為緩解物資窘境，北平市長何思源開始給運

輸物資來北平的商販更多便利，甚至明令「由匪區進來物資（包括食糧）不得查

扣」gk。城鄉貿易一時開放，為解放區在北平的採買運輸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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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解放區的對敵貿易一向主張「絕對統制」。為了統一對敵力量，減

少奸商暴利，晉察冀邊區要求對敵採購必須劃分地區，指定商店，以特定城

市為重點進行。除了指定的商店外，其他商店及機關人員一律不得進行對外

採購gl。尤其1947年以後，為收攏財經事權，避免駐冀中各解放區機關商店、 

各單位勾心鬥角，哄搶物資，如前所述，華北財辦改組、擴大冀中的永茂公

司，統一負責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大區及晉綏區部分區域的兵工、通訊、醫

藥及印刷四大器材供給gm。在上級統一對外採購環境下，解放區出入口管理

總局也在各大邊沿村鎮出入口設置管理所，設卡緝私，控制商販gn。

容城位處冀中十分區，赴北平採買物資自然也由永茂商店負責。在楊楫

案中，與地下黨小組往來最密切的就是多名永茂商店的專職採購員。如邢樹

楷（四十餘歲男性），藉其子在北平某報社工作之便，活躍於北平與容城之

間；還有楊楫的堂兄楊泉、表兄弟牛永茂等，均多次進入北平為永茂商店採

買物資go。雖然黨小組內成員之間交流極注重隱蔽，但小組成員與組織外人

員的接觸卻較為寬鬆。

上述往來北平、容城之間的採購員，可謂永茂商店中的「私商」（私人商販）， 

其進入北平後可輕易與地下黨小組成員對接，獲取幫助。之所以將楊楫案中

採購員定義為「私商」，原因有二：其一，採購員將進入北平採買物資，視為

做生意。當楊楫談及幫助牛永茂採買物資時承認，牛永茂採買所用十七兩黃

金，是兩人在1947年向永茂商店借來五兩黃金後，「一起做買賣賺來的」gp。

據晉察冀邊區規定，私商向解放區販運軍用物資及緊缺商品，可獲高達50%

至350%不等的利潤率gq。這種高回報從側面證實了楊楫、牛永茂在短時間內

賺取厚利的可信度，以及採買的求利屬性。其二，時人回憶永茂公司曾將冀

中有平津經商經驗的商人組成採購小組，為調動採購積極性，主動付給黃

金，以採購軍需民用物資gr。牛永茂主要採購的藥物、印鈔紙、布匹等物資

品類，以及其交易慣用黃金等細節，均與私商特點相符gs。

採購員進入北平，主要使用黃金作為貨幣，因為黃金體積小、易攜帶。

採購員進入北平前可以託熟人分批將黃金秘密攜入城內交給地下黨小組，採

購員進行交易時再從黨小組處支取gt。這樣可以有效躲避關卡搜查，保證資

金和人員安全。此外，黃金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容易保值，在物資交易中更

受歡迎。雖然黃金好處頗多，但採購員在北平交易中有時也不能直接使用黃

金。因為國統區規定未經法令允許，買賣黃金或以黃金代替通貨作為交易收

付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hk。在此情況下，採購員所持黃金又須依

靠黨小組聯繫黑市掮客或金店兌換法幣。如楊楫曾幫楊泉聯絡金店，出售黃

金一兩，即屬此例hl。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為甚麼容城黨組織和楊楫所在的地下黨小組會冒如

此大的風險去幫助採購員呢？根據規定，即使是容城黨組織主導的採購關係， 

永茂商店依然無權將所採購物資優先供應容城地方需要，必須統一交上級分

配，「不准各區單獨設攤」hm。而按華北財辦對外採購的規定，地方所需物資

需提前上報，由永茂公司採購委員會匯總審定，再按「先軍後民，先急後緩」

原則，布置各分店負責採購，最後由公司負責分撥hn。但在華北戰事正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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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支援華中的宏觀決策下，採購周期和分配到的物資顯然無法滿足容城地方實

際需要。尤其當時容城地方武裝也正在與國軍頻繁交戰，村落戰、地道戰、

地雷戰均需大量軍用品供應ho。

對楊楫等地下黨小組成員來說，與採購員合作販運物資，一面可以獲取

在北平活動的經費，甚至謀取一些個人利益，一面或許也是借用永茂商店在

解放區的合法身份和渠道，必要時為容城輸送緊缺物資。對容城黨組織來說， 

這支北平地下黨小組最大的作用同樣並非輔助永茂商店採買工作，而是幫助

容城黨組織跳過商店體系限制，重新掌握對敵採購的主動權。在楊楫入城不

久，就參與了一次完全由黨小組經手組織的採購炸藥原料肥田粉的任務。據

楊楫與張同樂回憶，最初是文得山由容城帶一百元現洋進城，入城後親自換

成法幣，之後通過楊楫和張同樂的關係聯繫賣家，最後文得山親自運往容

城，整個過程中採購員全程沒有參與hp。

總之，楊楫所在的這支地下黨小組，工作完全以容城為中心，利用自身

在北平關係協助採買物資，滿足容城黨組織的需求，便是其活動的重中之

重。在容城黨組織看來，一方面利用黨小組的關係網輔助公營商店的採購活

動，可以支持上級工作，以求獲取上級對這種私派行為某種程度上的默許；

另一方面也可以越過上級商店體系的管制，直接利用黨小組實現戰時物資 

保障。這種開闢多種物資來源的方式，極大保證了地方黨組織在戰時的生存

和作戰能力。不過，在這個隱秘溝通北平—容城的組織聯動中，很大程度上

還是依賴黨小組成員個體主動性和容城地緣關係的充分發掘與靈活運用，這

一點在其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五　鄉誼

前述內容描摹出一條由基層黨組織秘密架構並主導的，跨越解放區與國

統區地下黨運作鏈的基本輪廓，本節則關注基層黨組織之所以能夠如此操作

背後的一些地方資源。1948年5月12日，特二組派員攜帶偽裝現鈔出動，伺

機逮捕楊楫等人。當日下午，線人先與楊楫會合，同往楊楫連襟張毅然家

中，之後轉赴大齊家胡同的恆興鐘錶行，最終在協資廟六號鐘錶商高某家中

付款取貨。在此，特二組如願以「買賣黃金黑市案人犯」名義拘捕楊楫等數名

涉案人員，並現場拿獲贓證黃金一條hq。

對楊楫來說，這次交易僅是為了賺取一點中介費，與地下黨並無直接關

聯hr。但在事件背後，其實關涉的是容城黨組織對外派地下黨員個人主動

性、趨利性的發掘甚至縱容。一般來說，地下黨員在城市潛伏，不僅需要時

刻保持隱蔽，維持組織運作，還需要養活自身。事實上，中共建黨早期要求

黨員職業化，「使同志不依賴黨生活」，有自給自足之意hs。這種傳統在國統

區的各地下工作系統中並不鮮見，很多地下黨員「加入共產黨時都很清楚，組

織是不會提供生活來源的」ht。包括華北局城工部系統，同樣鼓勵下屬「地下

黨的經費在國民黨統治區自籌解決，盡量少用或不用解放區人民的血汗」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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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1948年潛入北平的地下黨員來說，在北平謀生似乎要面臨比以往更

大的困難。該年1月楊楫進入北平時，正值國統區物價漲幅最猛烈的時期，早

於1947年5月已有北平市民抱怨，連「記者的筆和排字工的手，一切都趕不上

物價飛漲的速度」il。與普通市民相比，缺乏合法戶籍身份的地下黨員日常生

活更顯窘迫。自1948年1月起，國統區決定對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

州等五市實施物資分配及物價管制，只有具戶籍之市民方可憑證購買配售糧

食im。這些變化直接使常駐北平的地下黨員衣食成本倍於常人。巨大的生活

開支，是楊楫等地下黨員初入北平時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容城黨組織也會給地下黨員一些經費補貼，通常分為兩種形式：

一種在派遣之初提供，作為地下黨初入北平的啟動資金。如1947年容城縣縣長

劉釗交給文斌章五百萬元邊區票（折合法幣四千萬元），即明言用其資助地下黨

小組來往容城與北平「做買賣」維持生活in。另一種則依賴文斌章等不定期「由

容城帶到北平的洋元與金子」，補貼生活和任務經費io。僅靠容城不穩定的資

助，未必能夠滿足長期駐留北平地下黨員的日常用度。即便楊楫進入北平不久

即打入中統，但鑒於其不甚積極的表現，顯然也無法獲得足夠的收入。

在楊楫進入北平後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地下黨員利用其熟悉解放區

與國統區兩方情形的優勢，運作着一套相對成熟的獨立盈利模式。如前所

述，相較於直接為容城黨組織採買物資，地下黨員協助永茂商店採購員，更近

似合夥做生意。楊楫潛入北平前便與牛永茂合夥向永茂商店借款，進入北平

不久即合作買了一百磅管制西藥消發嘧啶和一批解放區用於造幣的模造紙，

由牛永茂帶回容城老家。楊楫被捕前，又出資黃金一兩，與楊泉合作，「買了

約一億二千萬元左右的棉線及布匹返回老家」ip。作為剛加入地下黨小組的新

人，楊楫卻能很快搭建起與採購員之間的合作關係。雖然這種合作多以親緣關

係為紐帶，但其中效率難免讓人聯想地下黨員與公營商店採購員之間的協作盈

利模式由來已久，且這些地下黨員入城前，便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和準備。

不僅如此，這種現實的利益關係，同樣存在於地下黨小組在北平編織的

關係網絡中。顯性方面，這個由地下黨開拓的北平關係網，完全是基於鄉誼

屬性的，屬於容城人的一個高度內聚型社群。黨小組的所有活動，基本都可

以在這個容城人社群中得到解決。所有初入北平的地下黨員最先接觸的聯絡

站協昌煙鋪，經理馬奭懿與夥友均為容城人。正是利用鄉誼關係，容城派遣

北平的地下黨才能很快將煙鋪發展為一個可靠的情報、物資中轉地和短期的 

居住點。楊楫等為容城黨組織聯絡肥田粉貨源，所聯絡的人員也基本是容城

人iq。同時，由於店鋪平日往來人員繁雜，常有工人親友家屬借住，所以即

使該處經常有一些說方言的陌生人出入，也不會引起鄰里過多注意ir，這一

特點天然附帶了良好的隱蔽性。

但這個容城人的內聚社群中，還存在隱性面相。雖然包括馬奭懿在內的

所有人都將庇護地下黨員歸因於同鄉關係，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其背後必然存

在的利益驅動和利益維護。實際上，在冀中地區打得如火如荼的中共容城地

方武裝與國軍第十專署王鳳崗部is，其各自派駐北平的人員都為容城人，卻

平和地混迹於協昌煙鋪，並互相介紹生意。楊楫便曾憶及地下黨於1947年通

c204-202204009.indd   87c204-202204009.indd   87 5/8/2024   下午4:185/8/2024   下午4:18



88	 學術論文 過經常在協昌煙鋪打牌的容城籍國軍人員刁多山介紹，購得一批武器彈 

藥it。不止如此，在馬奭懿和張同樂等的供述中，也均坦白地下黨員由容城

進入北平後，經常會將一部分從解放區帶來的貨物及資金存在櫃上，由店中

夥友幫忙寄賣或兌換jk。其中煙鋪及夥友若無一定的利益抽成，恐怕也不會

甘冒風險長期幫忙。

在這個地下關係網中，其實鄉誼與利益互為表裏。楊楫等地下黨員就像

從容城逐步向北平滲透的一股水流，鄉誼網絡則是存在於北平這片土地上的

裂隙，容城來的地下黨可以沿着這個裂隙不斷深入北平社會，但持久深入的

動力在於利益，用於維護一種互惠互利的良性關係。在這個過程中，鄉誼不

宜看得過於純粹，亦不宜過份看重其中的利益因素。即使北平主流輿論充斥

着對中共的負面信息，國民黨當局也在不斷加大對城內地下黨的打擊和搜捕

力度jl，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地下黨員在城內日益嚴格的稽查下依然能很

快得到容城籍居民的庇護和幫助，而且都是在其清楚這些人「八路軍」身份的

前提下給予幫助的jm。不可否認，這種對中共地下黨的幫助和庇護不僅有地

緣等情感或利益關係的羈絆，綜合北平1948年的局勢，也必須考慮到這種庇

護行為背後蘊含的理性考量和對中共的認同。

這些幫助中共地下黨的多為容城籍商人，如馬奭懿、幫助採購肥田粉的

三義德煙鋪老闆姬榮華，甚至一些提供地下黨員落腳點的棉花商人、紙煙商

人等jn。地下黨需要借助這些商人在北平的關係網完成採買任務，而出於商

人進出貨品的職業需要，他們基本上與城外或多或少會建立一定的聯繫，這

種職業便利使其比普通市民更早了解到北平以外的形勢和中共的主張。當這

些商人面對地下黨的求助時，會更樂意給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庇護。這

種選擇是商人以至普通市民在動盪局勢下的生存智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

顯露出當時北平市民在政治態度上的轉向。

從地下黨小組在北平商業活動的瑣碎細節中，我們似乎看不到容城黨組

織的干預方式和存在形式。但地下黨員對個人利益的追逐、國共不同身份人

員在北平的共處合作，以及高度內聚型容城人關係網的形成，對容城黨組織

來說應該並不是秘密，而且離不開其在背後的支援，甚至有意縱容。換言之， 

這些地下黨員在北平的商業活動，恰證明了一個解放區基層黨組織不需要依

託更高層級的組織支持，單純憑藉長期獨立自主生存所積攢的地方力量，完

全有足夠的技術和資源維持一個可以正常運轉的地下黨組織網絡，服務於基

層黨組織的情報、物資需求，並對中央收攏地方權力的行為作出反應。

六　結語

楊楫被捕後曾接受一系列訊問，尤其當行轅查出其「假投誠」的經歷後，

楊楫已很難掩藏其中共黨員身份，因而迅速叛變，並呈繳了〈自白書〉。同時， 

特二組也根據楊楫口供，對劉彭年等其他地下黨員展開追緝，最終僅張同 

樂因常駐協昌煙鋪被捕。1948年5月26日，楊楫、張同樂被移交同月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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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平特種刑事法庭接受最終判決jo。特二組在提交處置意見時特別註明：

「奸匪」楊楫、張同樂加入共黨，「犯罪行為確鑿」，協昌煙鋪經理、濟安堂 

藥鋪東家「掩護奸匪，通匪嫌疑重大」jp。至於之後楊楫等人命運如何，已無

從追溯。共和國建立後，中共對楊楫、張同樂給出「蓋棺」之論：「二人被捕後

表現很壞，不僅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和來京的目的與任務，同時又供出我方

地下工作人員的住址、姓名和職務⋯⋯喪失共產黨員立場」jq，故事至此終告

結束。

其實楊楫及其所在地下黨小組遭遇的挫敗，並不意味着容城黨組織，甚

至平津周邊基層黨組織私派地下黨員向北平滲透的計劃失敗。首先對容城來

說，地下黨小組並非其應對解放區權力收攏形勢，獨立獲取戰略物資、情報

的唯一途徑。如楊楫在〈自白書〉中所言，由容城派往北平的還有不少「幹

部」，雖然彼此之間不知道地址，但「有在街上遇見認識的」jr。從措辭中可以

看出，當時容城黨組織私派行為的規模不小，以致楊楫等人可以在北平街上

偶遇。其次在整個華北，並非僅容城這般地處邊緣的游擊活動區域的基層黨

組織才會利用地方獨立資源，為自身謀求經濟利益。幾乎在楊楫被捕叛變的

同一時間，中共中央便曾向各解放區通報，在離容城不遠的滄縣等地，即晉

察冀中央局和華北局城工部駐地周邊，同樣發現部分基層黨組織罔顧中央統

一採購物品指令，越過永茂公司，私設機關商店採購軍用、印刷、衞生、電

訊等四大器材，甚至有採購員私自售賣黃金特貨js。

容城等基層黨組織之所以會如此普遍地出現這種現象，根源即在於中共

各地方自抗戰以來在財政上長期形成的分散經營、自給自足傳統。這種傳統

使基層黨組織在面對1947年以來中央不斷統合各解放區基層權力的情況下，

仍始終保有一定的自主行動資本和獨立空間。而弔詭之處在於這種被中央斥

為「本位主義」的不良傾向jt，對當時經費有限的基層黨組織求生存、配合正

規軍對抗地方國軍均發揮了有益作用。不過，容城這種私派地下黨員的地方

行為同時規避國共雙方的監管，天然地隱沒於歷史的盲區之中，故很難在各

類文獻和歷史敍述中留下痕迹。

當下只有從楊楫被捕後的北平訴訟檔案中，才可以看到在1948年中共走

向勝利、華北各解放區迅速擴大並連成一片、友鄰區貿易於解放區逐漸佔據

優勢時刻的另一番歷史畫面。在一些解放區的基層黨組織，依然存在為謀求

地方利益，違反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地下工作紀律的情況，國統區城市與解放

區之間始終維持一種隱秘而複雜的多元聯繫。不過，這種關聯隨着國統區逐

漸縮小、戰時特殊狀態下的地方行為讓位於局勢穩固之後的體制化行為，以

及當事人的口述回憶或被動或主動地整合、融入中共隱蔽戰線的集體話語而

逐漸消逝。最終這些「地下黨員」究竟是為地方服務，還是為中央領導下的隱

蔽戰線服務，也變得難以分辨，甚至這個問題本身也在逐漸被湮沒和遺忘。

本文通過楊楫、容城黨組織等對象重新尋回這些歷史隱秘結點的過程本身，

其實便是將研究者自身置於戰爭／革命的邊緣，重新關注那些身處戰亂洪流中

的普通人，以及那些基層組織真實生命圖景的一點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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