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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梅梅影影成成功功保保护护宋宋庆庆龄龄
    李李振振远远夫夫妇妇接接到到上上级级指指示示，，担担起起保保护护好好身身在在上上海海的的宋宋庆庆
龄龄的的重重任任。。周周梅梅影影在在执执行行任任务务过过程程中中，，险险遭遭特特务务暗暗杀杀。。宋宋庆庆
龄龄安安全全北北上上，，出出席席中中国国人人民民政政治治协协商商会会议议第第一一届届全全体体会会议议，，
并并当当选选为为中中央央人人民民政政府府副副主主席席。。

收到任务护宋庆龄安全

周梅影调查其住处情况
  1947年12月，李振远回解放区汇汇报上海工作
时，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说：“时间不长，上海
工作开展很顺利，而且发展了百十号人，带回
来的情报都很重要，上海的同志们干得真不
错。”参加整风运动一周后，李振远就要返回
上海了，许部长又像往常一样，细心布置任
务。他说：“你抓的几件事要继续抓下去，中
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
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你要加强这
方面的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
  其实早在1946年以前，李振远就与老党员
水手长在码头上取得联系，在国民党海军建立
了支部，水手长为支部书记，他们秘密在各部
门官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建立了一些外围
组织，如士兵解放委员会，共约1200人。后来
重庆号等军舰的起义绝非偶然。
  不久，李振远得到“国民党要抓各界知名
人士去台湾，不走的就杀掉”的情报，马上把
情报通过电台发给中央，很快得到中央的指
示：“最大限度的护送进步人士北上。”李振
远只有和保密局抢时间、抢人。一场看不见的
生死较量开始了。而这场较量中最难的就是保
护宋庆龄。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
邀其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致电李振
远，让他们在尊重宋夫人意见的基础上，务必
保护好她的安全。
  宋庆龄的住处一直受到保密局监视，怎样
才能保护宋夫人呢。他先派周梅影想办法调查
宋庆龄住处的情况。
  周梅影先找了宋庆龄的阿姨李燕娥，把外
面的一些情况告诉她。李燕娥明白她的好意。
以后周梅影常去，渐渐和李燕娥熟悉起来，也
趁机见到了宋庆龄。
  “你以前见过我吗？”宋庆龄问。周梅影
说：“我去延安前，在上海战地救护所见过
你，还有你的姐姐和妹妹。”两人兴致勃勃地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宋庆龄又问起周梅影在延
安的情况。
  不久，李振远从保密局的内线打听到，蒋
介石也在做宋庆龄的工作，去台湾或美国均
可，就是不能北上。若宋庆龄不听话，保密局
的人就要想办法把她带走。蒋介石暗示，他不
好出面，让保密局务必办好此事。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
宋公馆进行严密监视，只要宋庆龄离开半步，
就不轻饶。周梅影常去宋公馆的行踪，也引起
了敌人的怀疑。毛人凤命手下跟踪周梅影，看
其是何方神圣。可跟踪的人回来报告：“这小
个子女人太狡猾，我们总是跟丢，一直没找到
她的窝。”毛人凤生气地说：“一群饭桶，连
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不行就杀了，以免生出事
端。”有人说：“不是不敢杀，是怕杀错了，
万一是宋夫人的亲戚和朋友呢，岂不自找麻
烦。”毛人凤不耐烦地说：“蒋委员长说是保
护宋夫人，又没说保护她的亲戚和朋友。把她

当成共党嫌疑分子，不就可以干掉了嘛。”毛
人凤铁了心要杀掉这个“小个子女人”。

周梅影遭遇特务暗杀

幸有人解救有惊无险
  1949年4月的一天，和宋庆龄分手后，周梅
影还跟往日一样，顺着墙根，低头匆匆走路，
尽量避开人们。在拐弯处，她发现有人跟踪，
加快了脚步。后面的人越跟越近，周梅影拼尽
全身力气迅速地转向另一条街道，想甩掉“尾
巴”。可是这次的“尾巴”不仅没有甩掉，其
中的一个特务还掏出了手枪对准了她。就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身后枪声响了，周围的人们慌
忙四处逃散，周梅影趁机拼命跑起来。身后跟
踪她的一个人倒在地上，另一个跑掉了。又过
来两个人，一个搜了一下地上躺着人的身，然
后马上离开。另一个从后面追过来的小伙子小
声说：“大姐，快跟我走！”梅影才知是自己
人。他们急跑了一段路，钻进一个秘密联络
点，周梅影累得气喘吁吁的，终于临危脱
险了。
  李振远闻讯赶来，见周梅影和两位负责掩
护的同志都平安，就放心了。这两位是上海独
立支队（游击队）的同志，李振远请来暗中帮
助周梅影脱险的。李振远告诉大家：“快要解
放了，敌人狗急跳墙，上海现在已不平静了，
白天也时常发生枪击事件，梅影近期暂时停止
行动。敌人没暗杀成功，肯定还会派人来，大
家要格外小心，暗地保护宋公馆。”
  其中一名同志说：“这是从那个军统的身
上搜出的小手枪，留给大姐防身吧。”周梅影
接过枪一看，是一支精致的美制小手枪，小得
像个香烟盒，携带很方便。李振远仔细地看了
一下，小手枪用的子弹与小口径步枪的一样，
同是一种细长子弹，一次可放4发。这是把新
枪，还没用过。他笑了：“梅影，你应该感谢
这枪，特务拿这种枪，只有在两丈以内的射程
距离才能造成危害。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追
上你，靠近后才能伤害你。没想到给保护你的
同志们赢得时间。如果是其他手枪，恐怕你今
天的危险就大多了。”
  1949年4月下旬，周梅影奉组织之命又来到

宋公馆。这次李振远派车把她送去，还化妆了
一番，像个“阔夫人”。周梅影见到宋庆龄，
告诉她：“要打仗了，我们把孩子们都搬到一
楼住，高处不安全，建议夫人也要避一避。另
外，窗户上贴米字条，小心玻璃被震坏伤人，
其他人也要尽量减少外出。”宋庆龄同意了，
并决定临时搬到一楼住了。

邓颖超等赴上海做工作

宋庆龄痊愈后终于北上
  1949年5月25日，距离上海解放仅有2天，李
振远告诉上海独立支队的参谋张明，撤离暗中
保护宋庆龄的人，并感谢独立支队的帮助。李
振远也告诉周梅影：“我准备电告‘老家’，
咱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解放了，宋夫人那里
安全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周梅影说：“北
上的任务还没完成，也没人接我的工作，我还
真有些放心不下。宋夫人喜欢静，可这整天老
打仗，她能习惯吗？我还要继续工作，行
吗？”李振远点点头说：“看来你和宋夫人还
建立了挺好的友情，那你抽空再去看看。”这
次，周梅影看到陈毅派兵保护宋庆龄住所，放
心多了。但宋庆龄生病了，又让她揪心。
  6月25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携带毛
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廖梦醒陪同，专程
到上海看望宋庆龄。临行前，周恩来告诉她：
“到上海后，可先找‘侄女’（周梅影）了解一
些情况，她干得不错，和宋庆龄处得很好。”
邓颖超到上海后，先找周梅影了解情况，知道
宋庆龄生病的情况。廖梦醒和邓颖超去看望宋
庆龄。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
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
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后
来，宋庆龄身体恢复，邓颖超和廖梦醒又做了
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8月底，宋庆龄终于乘火
车北上，李燕娥留在上海看家。1949年9月21日
至30日，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
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
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李振远和周梅影接到上级命令：马上返回
北京，接受新的任务。1949年8月底，他们和上
海的同志交接工作后，马不停蹄地又奔赴新的
战场。
  1949年9月起，李振远先后在中央情报部、
军委情报部、军委联络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
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
候补委员；1958年5月任河北省委调查部第一副
部长；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文化大革
命”期间，先后担任中央调查部留守组组长、
“五七”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
中央调查部局长，部务会会议成员。1982年12月
离休。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是党的情报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无名英雄。
  本期图片由张书功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虎侠纵横 李振远同志
的情报生涯》。

1965年的李振远和周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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