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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 诡秘的海南之行
20世纪 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

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
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
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
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衣服的摩擦声，
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
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
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
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
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
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
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
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
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
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待了一会就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
驻中国的间谍。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
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接受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 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

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
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
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
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
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
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
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
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
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
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
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
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 70
到 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
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
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

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
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
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
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
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 1天
的食物，进行 3天的高强度训练……

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
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
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
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
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老手 成立自己的谍报机构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
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
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
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

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
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
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
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
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
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

“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
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
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
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
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
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
当过运货司机……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
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
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内地。一
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
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
各种出版物，并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
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阿尾博政渐渐
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

百年 对华情报战由来已久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
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
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
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
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
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
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
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
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从 18 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
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
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
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
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
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

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
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
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
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 20 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
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
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
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
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
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
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
在 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
专家，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
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

2006 年 9 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
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
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
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
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
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 1995年开始，为日本
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
文件复印件。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
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 8名监听人员全天 24小
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
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

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
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
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据《半岛晨报》

日本间谍自述谍报生涯

万秉迢考虑到梁山一百单八将分别来自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增添了“东”、“西”、

“南”、“北”、“中”各4张、共计20张牌。同时，考虑
到梁山英雄好汉中既有出身贫民又有出身富户
的，对此，就称“贫”为“白”（板），“富”为“发”
（财）。于是，“白”、“发”又各增牌4张、共计8张。
最后，便构成了整副牌136张。

由于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一心想被招
安，想与朝廷求和，并不想战胜或打赢朝廷。所
以打麻将胜者历来说“和”，而不说“胜”或“赢”。

麻将起源的另一种说法与郑和下西洋有
关，在常年的航海过程中，许多将士因海上生
活单调枯燥和思乡之苦，甚至积郁成疾。

郑和看了非常着急，他认为必须要制作一
种新的娱乐工具，给将士们解除烦闷。经过冥
思苦想，郑和就地取材，利用船上现有的毛竹
做成竹牌，刻上文字图案，再制定游戏规则，放
在吃饭的方桌上就能供四人同时娱乐。在文
字图案的确定上，为了迎合将士们的心理和航
海的实际，郑和同样动了一番脑筋。

比如：红“中”代表中原大地，迎合将士们
的思乡之情，由于中国的帝王一向偏爱红色基
调，故特意将“中”字设置成红色。

因为航海的目的是经商，故竹牌刻上“发”
字，以迎合大家的发财心理，发多少财？“一
万”、“二万”、“三万”……“九万”。

由于航海中受食品来源制作条件的限制，
将士们的日常主食是烙制的圆形大饼，吃多少
饼？“一饼”、“二饼”、“三饼”……“九饼”。

遇到风平浪静时，将士们也常捕鱼来改善
伙食，捕多少条鱼？“一条”、“二条”、“三
条”……“九条”。

船队在海上航行，将士们整天看到的是一
片白茫茫的沧海，故竹牌中设置了“白板”。

郑和当年航海使用的是帆船，所以最关心
的是风向，故竹牌刻置了“东”、“南”、“西”、

“北”风。长年的海上航行，人们感受最深切的
是季节冷暖的变化，干脆就刻上“春桃”、“秋
菊”、“夏荷”、“冬梅”四朵花来代表一年四季。
郑和发明的这种新式竹牌娱乐工具，不像“围
棋”、“象棋”那样深奥难学，普通士兵一学就
会，很快就在将士中推广开来。

后来一些将士们向郑和反映：这种竹牌太
好玩了，大家都非常喜爱，将士们一玩起来就
精神麻木、如痴如醉，不仅乐不思乡，而且有时
连饭都忘了吃。但大家都把玩这种游戏叫打

“竹牌”，名称不太雅观，还是请主帅另赐一个
名字吧？郑和想了想回答：既然这种游戏能够
麻痹将士们的精神，那就叫做“麻将”好了。

从此，“麻将”的名字就产生了，而且由海
上传到陆地，打法也不断花样翻新，逐渐成为
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工具。 据《读者报》

写下这封家书的“朱子”，就是中国文
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儒”朱熹。说到大
儒，读过孔孟著述的人们会有个疑问，所有
儒生的祖师爷孔子，一再强调简约生活与
吃苦精神。后世大儒朱熹，却让母亲又是

“果蔬”又是阿胶丹参的，是不是太奢侈，有
违圣人教诲？

实际上，孔老先生也并非无条件地主
张苦修，他也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时
候——这两句可是孔子的“夫子自道”，
是对他自己的描述。可知，既然宋代理
学大师朱熹自认为是孔门超级继承者加
发扬光大者，他在家信中大谈饮食养生，也
算是高扬儒家饮食文化的旗帜。

以朱熹的身份和水准，他这可不是鹦鹉
学舌。简单介绍一下，朱熹作为一代宗师，他
对读书人人生价值及实现途径给出了一个最
经典的概括，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他
对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也给出了一个同样经典
的哲学范畴，曰“格物致知”。通俗地解释“格
物致知”，便是以研究所有客观事物为起点和
基点，提炼出关于客观世界的真谛与解说。

朱熹劝告于母亲的，他自己当然也会加
以实践。果然，他寿至 71岁。这岁数在今
人看来，也许没什么了不得，但别忘了那是
宋代，尤其对一个呕心沥血做学问的人来
说，71岁够上难得的高寿了。

朱熹给自己慈母开出的那张养生清单，
没有随着历史进步演变为“无稽”或“荒谬”，
我们今天主流的“健康食谱”，与这清单基本
大同小异。

很容易注意到，朱熹这份养生食谱里，
主打一是果蔬，二是阿胶丹参。这就有个问
题，作为家常食物，果蔬比较寻常，就算不懂
养生，也都少不了食用。但阿胶丹参之类，
就相对昂贵了，如果要“时以佐之”——持续
滋补的话，不是普通百姓所能做到。

原因在于，朱熹本不属于普通百姓啊！
准确地说，这清单透视出大宋时代上流社会
养尊处优活得细致滋润的实况。阿胶丹参
之类，是当时生活品位的一个象征，是一种
时尚的基本元素。

从这个意义上，祖师爷孔子虽然门徒三
千，但其物质生活质量和朱熹比起来，只能
自叹不如。因为在当时，朱熹的学说已经红
遍朝野，门生也遍布天下，到了明代，朱熹思
想干脆成为书生的必修课程，是“朝为田舍
郎，暮登天子堂”的必然工具与手段。

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养生思想以及养生
食谱为什么对后世影响深远了。“阿胶丹参
之物，时以佐之”，朱熹认为经常服用这两
样，可以达到“延庚续寿”的目的。而他本身
的高寿，宛如对他理论的生动注脚。

据《周末》

6 月初，一本印着“世纪大独
家”、“国家持续隐蔽的战后最大
禁忌”字样的书摆上了日本各大
书店的畅销书架。这本名为《自
卫队秘密谍报机关》的书，披露
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
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

《朱子文钞》卷四十二中，有一封家信，信中道，“慈母年高，当以心平气和为
上。少食勤餐，果蔬时伴。阿胶丹参之物，时以佐之。延庚续寿，儿之祈焉。”

信中提到的养生之道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劝告老年人增进精神修养，保持良好
平和心态；第二是注意饮食方式及营养结构；第三是在正常饮食之余，进行必要的补
养，而阿胶丹参就是最相宜也最适合持续服用的日常滋补物。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
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
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几天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把麻将牌设计为
108张，暗喻《水浒》中的梁山108位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双鞭”呼延
灼等。麻将中万、筒（北方称饼）、索（北方称条），即是发明人万秉（饼）迢（条）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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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间谍清末手绘的石门县城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