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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热播，你作为
国家安全部门曾经的负责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余放：《潜伏》的主题还是好的，这部电
视剧要展现的是英雄人物在隐秘战线上的
工作。但是有些情节不合情理，不符合国家
安全工作的专业常识。比如最后一个情节，
党组织已经知道了余则成妻儿的消息，并将
他们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告诉余则
成，又给在台湾的余则成安排了一个女情报
工作者配合工作，最后结为夫妻。这种情节
在我们的系统里是绝对不允许也是不可能
出现的。伦理道德底线不允许被打破。像
这种情节就比较荒诞，虽然(它)比较好看。
现实中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组织会把
真实情况告诉他，你的爱人找到了，受到组
织的照顾和保护。但是你要接受组织的安
排，继续潜伏。如果他不同意，组织不会强
迫，会考虑到他个人意愿调他回来。

记者：作为情报系统的权威专家，从你

的角度，谍战片应该有哪些需要把握的原
则？

余放：我们对谍战片的要求，第一条是
重大基本事实、人物有历史依据。这叫大事
不虚。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要戏剧化，好
看。这叫小事不拘。再就是要符合间谍和
反间谍系统工作的行业规律和职业规范。

据我了解，多数的谍战剧主题还是不错
的，旨在宣传隐秘战线的英雄人物对国家的
贡献。问题在于情节，主创人员不了解隐秘
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规律，出了不少笑
话。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保证主题
的前提下，怎样避免在情报和侦察的细节上
出现笑话和常识性的错误。

记者：《潜伏》里的余则成，他弃军统转向
延安有爱情的因素，也有对军统的失望。有一
种说法，似乎去意识形态化是谍战片重获市场
的要因？

余放：对余则成这个形象的描写的确是

个性化的，不是脸谱化。这在实际生活中不
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多投身到我们的
事业里的人还是出于信念和信仰。有的人
开始是为了爱情离开了国民党，这在实际上
工作中也是有的，但和我们接触之后，他的
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间谍和反间谍，是不
同国家、民族、政治团体交锋、对抗最激烈的
领域。说到底，这一领域还是信念、理想、价
值观的交锋。

记者：事业的成就和家庭的美满是幸福
的重要来源，我们的情报人员如果工作和生
活上有冲突，一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余放：遇到这种情况，组织上会尽量协
调、妥善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我们会有特
殊措施调整安排。毕竟这个工作是不能强
迫的，否则会很危险。比如他的家庭特别困
难，他实在去不了外面工作，我们会给予照
顾。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情报部门的传统还
是人性化的。

国安部门原负责人说《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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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放点评谍战影视剧余放点评谍战影视剧

““
””

继谍战电视剧《潜伏》火爆荧屏后，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时段又开播一部谍战剧《誓言永恒》。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命运的长期较力中，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在情报和反间谍战线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没有硝烟的战斗。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是讳莫
如深的话题。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终其一生，依然不为人知。这是一种怎样的职业？热播的谍战剧《潜伏》《誓言永恒》为何广受
追捧？从那些波诡云谲的间谍故事中，我们应该感悟、思考什么？

余放，一位在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原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担任多部谍战剧的总顾问，也负
责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审查。近日，北京西郊一个树木葱郁的大院，余放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在这些反映间谍战的影视剧中，你最喜欢
哪一部？为什么？

余放：经过我们审查的谍战片，好的还是不少
的。我最喜欢讲述我党杰出情报英雄阎宝航情报生
涯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阎宝航在抗日战争时
期，在重庆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
就。他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和日
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人员、装备情报等三大重要战
略情报。这个片子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符合历史真
实。阎宝航接触的上层人物，包括于右任、陈诚、何
应钦，特别是宋美龄，这都是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符
合真实历史。其次是具体故事情节戏剧性强。

还有一部我喜欢的就是正在播出的《誓言永恒》。
记者：《誓言永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
余放：《誓言永恒》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

期，在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成功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
进入关键阶段。这时，台湾的情报机构竭尽全力想
掌握和破坏中国大陆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海
峡两岸的情报机构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殊死较
量。《誓言永恒》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它的人物原型
都是多多少少实际存在的。《誓言永恒》在谍战片里
很有深度，是我最欣赏的。

记者：此前《潜伏》热播，被观众解读出很多“办公室
哲学”，比如挑拨、陷害等。谍战片希望带给观众什么，
或者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价值？

余放：对“办公室哲学”不宜过分渲染，一些谍战片
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对一些情节、细节
的扭曲、夸张。观众看完《誓言永恒》后，印象最深的还
是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尽管历
经苦难、曲折和误解，他们都矢志不渝，忠诚于祖国和
人民的事业；再就是充分体现了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
一个智力密集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
勇。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提到的根本，对祖国、对人民、
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 据《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一般来看，情报人员这个职业相对
缺乏安全感，实际情况如何？

余放：安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
情报人员有很多安全保护措施。

从我的观察、经历来看，还没有发现我们
的情报人员由于保护工作做的不好而出现危
险。被境外间谍机关抓住，或者被绑架，这些
还没有发生过。

从我们党开展情报工作到现在，我们都
是有很周密的保安措施，虽然情报工作给人
的印象很危险，但到现在还基本没有遇到过
意外。对情报人员家庭的照顾也是我们的既
定政策，组织对家属的照顾，有特别的安排。
我们派出人员的家属有专门的保护和照顾。

这在我们系统是有着很好的传统。我国
情报系统的元老李克农老部长，在他晚年身
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以伤病之躯查访烈士

遗属，要求妥善安排在情报系统作出贡献的
同志的生活。他还给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

“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
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记者：挑选情报人员的标准是什么？哪
些是你最为看重的素质？

余放：我们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政治素质，
就是指他的信念，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现在来讲就是对祖国的忠诚，这方面最重
要，思想品德要好。一个人对事业、对国家的态
度在平时工作中可以观察到，有的人很明显吊
儿郎当，没有事业心，这种人员不大适合情报工
作。情报人员必须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对祖国
忠诚。还有遵守纪律，这个也属于政治素质。

记者：现实中也有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
文学家关露这样的情报人员，她的晚年很悲
惨。她的遭遇是个特例吗？

余放：关露的确是我们很杰出的同志。
她是个诗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就是
她所写的。后来她参加到了我们的工作中，
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获取了很多情报。她是
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

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时不正常
的扭曲的情况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敌人内部的同志，他
们工作的特点就是单线联系，解放后，他的上
级去世了、牺牲了，因此他们中有些人就被认
为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这样的人由于环
境特殊，找不到证明人，因而被误解。但当时
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
认真查对，核实之后，要给予纠偏、平反。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
被地方当做敌特分子处理的，我们发现了，会
从各方面核实事实，然后给他平反。

这是个智力密集行业
【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个智力密集

行业，是一个高智商的斗争，要斗智斗勇】

我们的情报人员有很好的保护

情报职业需要献身精神
【更多投身到我们的事业里的人还是出于信念和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