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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还原“1940年刺杀汪精卫”事件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南京市长江路上总统府游人如织，
而在它正南方的中央饭店也笑迎四方来客。这栋建立于上个世纪
20年代末期的国民党中央饭店原设计为7层大楼，就是因其位于
总统府的正南方，有关当局认为这么高的建筑会对国民政府的安
全构成威胁，于是只批准建造3层。1930年1月，中央饭店正式开
业，成为民国时期南京少有的高档服务休闲场所。它不仅成为国
民党政要重要的活动场所，也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上世
纪40年代初期，就是这里的304号客房，住进了一位为“刺汪”而来
的神秘人物。

当年就在当年就在304304房的这个衣橱内搜到了手枪等物。房的这个衣橱内搜到了手枪等物。

●60多年前，南京中央饭店曾住进一位准备刺杀汪
精卫的高手，他的遭遇如何
●304号客房先后住进两位互不相识的“刺客”，案
件扑朔迷离
●作为历史遗迹，304号今天是什么样

位于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画圈处是位于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画圈处是304304房间的两个阳台。房间的两个阳台。

就在汪精卫准备约见黄逸光时，突然收到
“76号”的密电。“76号”是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
代称，是汪伪的特务机关。他们获知，军统已派
出两名特务来到南京，准备寻机“刺汪”，并且，
其中一人曾经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汪精卫
想到了黄逸光，觉得和密电上提到的刺客形象
很像，于是就找来“76号”南京区长马啸天，告
知经过。马啸天当即派人着手调查。

果然，在中央饭店的登记本上，“76号”
的特工发现，304号房间除了黄逸光外，还住
进去了一个叫做黄征夫的人。

于是，一天中午，当黄逸光和黄征夫出去
吃饭的时候，中央饭店的 304房间迎来了两
位不速之客。他们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
把304号房间掀了个底朝天。

结果，在房间衣橱的衣服口袋里，他们发
现了一支四寸的手枪、小型照相机一架、小型
电台一部及密码本。因为对黄逸光的底细不
够清楚，“茶房”没有打草惊蛇，迅速将房间恢
复原状，包括衣橱衣服内的所有物品。只是，
在此之后，304的房门外不停地转悠着几个
身份不明的人。

汪精卫得知搜查情况后指示，逮捕并留活

口。行动之前，马啸天对黄逸光其人其事进行
了摸底，知道黄力大无穷，功夫不错，在不使用
枪械的情况下，可能鲜有对手。为了防止意外，
马啸天召来了上海武术高手、“76号”头子李士
群的拜把子兄弟王霖，他不仅武功超群，而且臂
力惊人，曾在上海大世界的擂台上接连打败九
名高手，名扬上海滩。准备好了之后，一天夜
里，包括马啸天、王霖、六名汪伪侦行员和一名
侦行科长共9人，突然踹开了中央饭店304号
的房门，扑向毫无防备的“二黄”。

304号房间内，已经睡下的黄逸光凭着
自己的力气，奋力推开两名压上来的特务，起
身跳下床，寻机向小阳台方向夺路逃跑，却被
王霖死死缠住。黄逸光一身蛮力，功夫却明
显不敌王霖，几个回合之后，便处于下风，其
他特务再度合围而上，将黄逸光擒住。而同
屋的黄征夫身手也十分敏捷，他的突击方向，
也是南面的阳台，欲跳楼逃逸，无奈寡不敌
众，很快也被按倒逮住。

衣橱内的手枪、照相机、电台和密码本作
为罪证，与人一起被带到位于颐和路21号的
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然而，衣橱内藏有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黄逸光的物品吗？

60多年过去了，中央饭店依旧矗立在中
山东路，在总统府的正南方，那么，304号客
房还在吗？记者日前来到了中央饭店，沿着
大厅楼梯走上三楼，右首第三个房间便是
304号客房。工作人员介绍说，虽然时间过
去了 60多年，其间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维
修，但这里客房的位置和布局几乎是维持原
貌。304号客房正对着南面，光线充足。记
者目测了一下，客房不大，大概有十四平方
米，但布置得十分紧凑，进门左首便是一个一
人高的衣橱，右首是洗漱间，客房的中间位置
摆放了两张单人床，南面的墙体上有两个伸
出去的精致的小阳台。虽然现在前方竖立着
高楼大厦，视野受到限制，但在60多年前，通
过这里，前面的景色一览无余。

记者观察到，面向总统府的北侧，也有许
多客房，从安全角度考虑，一般的客人都会被
安排进正南面的客房。想当年，黄逸光被如
此安排，也是中央饭店的惯有考虑。

据工作人员介绍，虽然客房里的许多物
品都是后来置换的，但有一样被原封不动地
保留下来，那就是民国时期中央饭店客房的
木地板。如今，它们被覆盖在烟灰色的地毯
下，或许，它们还记得60多年前的那一幕：一
位身怀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踏着它们，躺到
其中一张床上，一脸兴奋。他带来的那张照
片正把他送到汪精卫面前，一场可以预见的
惊天动地的事情即将发生。

然而事实上，正在黄逸光窃喜之时，事情
突然发生了变化。

304 房间
逮捕“刺汪”嫌
犯 现 场 示 意
图：图中穿绿
色裤子者为黄
逸光。

戴笠要求黄逸光凭武功取汪之命

早在1937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公开投
降日本之时，蒋介石就命令戴笠“刺汪”。戴笠亲
自上阵，担任越境刺汪的总指挥，并赶往河内，指
挥军统最得力的干将共18人刺杀汪精卫。结果
汪的秘书曾仲鸣成了替死鬼。随后，军统又针对
汪精卫展开了三次刺杀行动，皆以失败告终。

但戴笠铁了心要除掉汪精卫，他总结了失
败的教训，决定变换战术。在之前的“刺汪”中，
军统用上了各种伎俩，包括使用穿甲枪在内的各
种武器、投放毒药、埋放炸药等。如果再次施行

“刺汪”计划，就必须排除这些方法。左思右想，
戴笠决定找到一名既热血爱国又能够接近汪精
卫的壮士侠客，在汪接见时能不借助任何武器和
毒药，只凭武功就可以当场取汪之命。

戴笠令军统局行动处寻觅对象。就是这个
时候，黄逸光进入到军统的视野。黄逸光，是广
东赤溪人，身材异常粗壮结实，力大无穷。南京
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有资料显示，
黄逸光是运动员出身，据说曾经在马来西亚山
林中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他曾组织徒步旅
行团开展环游世界的壮举，自任团长，曾见过汪
精卫，并合影留念。1938年初，正在非洲游历
的黄逸光听闻全面抗战爆发，立即启程回国，全
身心投入抗战。在武汉，他又遇见了汪精卫，在
汪的推荐下，遂任职于国民政府昆明航空学校，
加入空军。并秘密加入军统局。

黄逸光受命后，便带上与汪精卫合影的照
片前往南京。此时，数次遭刺的汪精卫采取了
严密的保卫措施，一般人很难见到汪精卫。黄
逸光请见汪精卫遭到了预料中的拒绝，他便掏
出与汪精卫的合影照片，请警卫交给汪精卫。
汪精卫见了照片，想起了黄逸光，此时汪正是需
要各路人才之际，便吩咐手下将其安置在大行
宫的中央饭店。随着黄逸光的入住，304房间
就承载了军统殷切的期望和不可示人的秘密。

304号房的另一住客到底是谁？

在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对黄逸光和黄征
夫进行审讯，发现，除了在黄逸光身上搜出毒药
一包以外，其他在中央饭店 304号房间衣橱内
搜出的包括手枪在内的所有物品，皆非黄逸光
所有。黄逸光的“刺汪”计划，就是趁与汪精卫
会面时，选择有利机会用过人的臂力将其活活
掐死，完事后脱身肯定无望，就吞毒以身殉国。
换句话说，那些物品是属于黄逸光的同屋黄征
夫的，那么，这个黄征夫到底是什么身份？

经过审讯，“76号”特工得知，黄征夫和黄
逸光在入住中央饭店之前互不相识，没有任何
关系。中央饭店的工作人员也证实，黄征夫是
在黄逸光住进中央饭店 304号房间后，才来到
了中央饭店，被安排进了这个标准间客房，无意
间做了怀有特殊使命的黄逸光的同屋。但显而
易见，他不仅身手敏捷，而且还携带了手枪、电
台这类的特殊物品，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刺汪”人物住进中央饭店304号房

说起汪精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曹振威
教授认为，谁也不能否认，在上个世纪初期，汪曾
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英雄——为挽救同盟会，
刺杀摄政王未果被捕，在大狱中，他以“慷慨歌燕
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
句来表达自己慷慨赴死的决心，被传诵一时。如
果他在当时被“按律处斩”，那他就会成为如同谭
嗣同一样的英雄而名垂千古。事实上，侥幸活下
来的他，因为日后的作为却遗臭万年——1937
年12月，身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
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3
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
政院长”兼“国府主席”，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
傀儡。在此期间和之后，上至蒋介石政府，下至
黎民百姓，对这位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无不欲除之
而后快。因此对于他的刺杀活动从未停止过。

于是1940年的秋天，在南京市中山东路上
的梧桐树叶漫天飞舞的时候，民国最奢华的中
央饭店 304客房，就住进了一位为“刺汪”而来
的人物——黄逸光。

黄逸光到南京来的目的十分明确——杀了
叛国者汪精卫。那么，黄逸光的身份是什么，他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被挑中，又是谁派他到
南京执行这项任务？

304号房60多年来几乎没变样

一屋俩军统一个牺牲一个投降

黄征夫确实非普通人，他的身份同黄逸光
一样，也是军统，只不过来南京的任务和“刺汪”
无关。他是军统专员，原是忠义救国军前进部
总指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他留了下来，
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布置军统工作，负责搜
集军事情报，策动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骚扰
日伪政权下的社会秩序。他行事一向缜密，若
不是这次住进了中央饭店的304号房间，被“76
号”特工误打误撞抓起来，恐怕现在还在执行自
己的任务呢。

“76号”特工将审讯结果告知李士群，请示
如何处置他们？李士群又请示主子汪精卫。汪
精卫批复“概予枪决”。就在知情人都认为“二
黄”必死无疑时，事情又有了变化，最后，真正走
上刑场的，只有黄逸光一人。那么，汪精卫到了
最后，为何打消了处决黄征夫的念头呢？

原来，面对酷刑，黄埔四期出身的黄征夫早
已没了骨气，愿意改换门庭，投入“76号”门下，
为汪伪政权效命。“76号”的特工队伍本来就有
拉拢死对头军统特务的习惯，多出一个又何妨，
再加上黄征夫确实有用，可以交出京沪一带许
多军统线索，于是李士群经汪精卫照准，将黄征
夫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并担
任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据说，他
在私底下和军统仍保持联系。

而黄逸光，则在 1940年 12月 17日夜，被
“76号”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的名义，枪杀于雨
花台。 据《现代快报》

中央饭店304号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