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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解放放战战争争开开始始后后，，情情报报工工作作的的重重点点是是配配合合解解放放战战争争大大
规规模模的的军军事事行行动动，，同同时时解解决决物物资资问问题题。。其其间间，，李李振振远远累累计计
运运送送十十万万多多吨吨钢钢铁铁到到解解放放区区，，他他还还策策划划保保护护了了民民主主进进步步人人
士士的的小小火火轮轮和和商商船船，，为为支支援援解解放放军军渡渡江江作作战战打打下下基基础础。。

秘密情报企业成立

运送出十万吨钢铁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国内情报工作发展的
巅峰。在当时，根据战争发展的特点，情报工作
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1946年，中央情报部要
求，在完成情报工作的同时，配合解放战争大规
模的军事行动，要解决大量物资问题。国民党对
解放区的严密封锁，使我军各方面的物资都很匮
乏，尤其是钢铁。李振远以前只搞过药品和布
匹，这钢铁怎么搞呢？李振远只好找蒋本沂商
量。蒋本沂出身钢铁世家，父亲创建了鸿兴铁号
大沪钢铁厂。他本人于1930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
学院，获学士学位。194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
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东南医学院任
医务部主任。1945年6月，在李振远的介绍下，参
加了上海情报站工作。他一边在医学院教书，一
边开了私人诊所，方便传递情报。1947年7月1
日，蒋本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本沂的大哥蒋本生是上海鸿兴制铁厂厂长
（即上海一钢、二钢的前身）兼任上海钢铁总会
会长；弟弟蒋本庸是大沪制铁厂（即上海特种钢
铁厂）厂长。他们兄弟都是讲正义、反对内战的
进步商人。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在杭州被捕，
就是蒋本生找的关系，花重金才保下了他的
性命。
  李振远和周梅影加强了对蒋本沂兄弟的工
作。时机成熟后，李振远就召召集一些党外民族资
本家来开会。李振远讲出了上海经济不景气，要
想把企业搞好，就要向北发展。北边连年战乱，
又没有大企业，物品极其匮乏，是挣钱的好机
会。他提出与大家联合办企业，有钱大家挣的想
法。刚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其其中中一一人人讲了他的公
司怎样和李振远联合，搞药品和布匹，把企业搞
活了的事，大家都兴奋了，踊跃参加，一个没有
注册的秘密情报企业成立了。
  由情报企业出资，以蒋本生的名义，由蒋本
庸等三人到香港买了旧船，李振远通过海关内线
帮忙放行，然后把旧船运到上海制铁厂切割成钢
板。可是怎么运出厂呢？李振远让郑凯连忙去找
三哥周和顺联系，让解放军在江北接应。在工厂
里，请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帮忙，命令工会找来工

厂里可靠的工人，由蒋本庸出资，帮助组织了自
己人的船队，李振远又托东北少将开了通行证，
然后把钢材经苏州河分批运出，过了长江后，解
放军派人假扮国民党的部队接应转到苏北。
  蒋本庸说：“从1939年捐无缝钢管给新四军
时起，到现在，这条航线已走好多次了。”李振
远说：“那也要小心。”
  蒋本庸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他怕货物出问
题，虽然有通行证，还经常自己亲自坐船押运。
有一次，船行至江中心时，遇见敌人舰船的拦
截，有些同志慌忙告诉蒋本庸。蒋本庸让大家沉
住气，他自己站在船头，理直气壮地对付敌人的
盘查，使敌人没看出任何破绽，只好放行。还有
几次，遇上青帮在码头上敲竹杠，扣押船只。李
振远找了杜月笙打通关系，使青帮见了蒋家的
船，即刻放行。前后买了十余条旧船，累计运送
了十万多吨钢铁到苏北解放区，用来制造武器，
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进步人士出谋划策

藏起小火轮骗过敌人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用来管辖其庞大
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国民党资源委
员会将其所属在上海、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
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
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
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
“资产”，公然抗拒是不可能的。潘汉年约请国
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
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
和人民立功。
  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
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
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
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
钱昌照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
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
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
企图。
  当时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拥有私人小火轮，
而国民党害怕解放军过江，采取封江的办法，所

有私人小火轮都必须开往台湾，不得在长江停
留。有的人申明船坏了，要修理，敌人就每天来
催，最后通知，不开走就炸船。还有些人不愿意
去台湾，就趁夜把船往上游开，结果遇见敌人的
炮艇，给击沉了。人们急得火烧眉毛，不知是谁
说李振远很有办法，于是大家就来找他商量，怎
样才能保住资产。
  李振远没有接到组织上关于保护这些民族资
产阶级资产的命令，可他想到这对支持解放军渡
江有好处，应该去做。党对秘密活动的范围，并
无严格的规定。在保护自身安全和不被暴露的前
提下，只要有利于党的工作，应该努力完成。想
到这里，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倾听他们的
呼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痛恨国民党抢占他们的
财产，怎样才能保住资产，有的人只是叹气，还
有的气不过，想和敌人拼了。李振远鼓励并冷静
地告诉他们：“硬拼绝不是办法，想办法躲和
藏，骗过敌人就是胜利。”
  大家认为他说的对，商量躲和藏的办法就是
“沉船”。可是在哪沉，怎么沉？心里没底。
  李振远说：“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就跑一
趟，给大家尽个力。”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于
是，李振远选了几位对长江航路比较熟悉的商人
留下，让其他人严格保密，并各自回家准备。
  临走时，李振远一再嘱咐：“大家千万要小
心，要保密，一人不慎，就会影响全体。”
  一连几天，他带人到江岸视察地形。终于选
好地点，悄悄通知大家，一起秘密行事。李振远
亲自指挥，把船一只一只悄悄分别开到江面比较
宽的、水流平缓、离主航道较远、河床不深的江
湾，敌人防御比较松的指定地方“沉船”。在岸
边做了明显标记。李振远一连几夜没合眼，一直
盯到最后一艘火轮沉入江中，他才离去。
  一夜之间，商船和小火轮全都不见了，江防
的敌人还奇怪，怎么前些日子还说船坏了不能
走，现在却都开走了呢？好在他们也乐得完成任
务，没有深究。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开始
了，江防敌人看见在江面上千百只木船中，出现
了多只小火轮，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解放军渡
江，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李振远用电报通知解
放军，当战役开始时，小火轮和商船从水底冒出
水面，开往长江对岸，解放军的炮火掩护他们，
小火轮和商船一起执行渡江作战任务。这些进步
民主人士不仅保住了财产，还参加了解放战争，
每逢谈起这件事，他们都非常激动，感到无比神
圣和自豪。

小火轮。

蒋本沂和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