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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进攻苏联后，日本的
“ 靴 子 ”落 向 哪 里 却 暂 难 知
晓。1941年11月，阎宝航从国
民党情报部门了解到，日军将
对夏威夷瓦胡岛采取大规模
军事行动，日军正在做相关调
动。阎宝航立即向上报告。
通过分析这份情报与其他来
源的情报，苏联决策层判断日
本将要采取南进政策，暂时不
会北攻苏联，于是在莫斯科战
役极为吃紧的情况下从东方
调动大量兵员和技术装备到
莫斯科，进行防御和反击战，
为打赢莫斯科保卫战贡献重
要力量。

随着纳粹德国军队在苏
德战场上节节败退，苏联参
加对日作战开始被提上议事
日程。苏联面对的主要是日

军关东军，了解、掌握其相关
情 报 成 为 重 要 事 项 。 1944
年，阎宝航到国民党相关军
事机关获取关东军的材料，
包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
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
番号、人数、指挥官姓名、武
器等。这些情报在一年后苏
军对关东军的进攻中起到极
为重要的作用。

1968 年 阎 宝 航 去 世 。
199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50 周年之际，时任俄罗斯
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卫国战
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
予阎宝航及其领导的情报小
组，以表彰其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

本报综合消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战场上有
一支来自非洲的特殊部队，其卓越表现赢
得广泛赞誉，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事迹
鲜为人知。

随着 1942 年北非战场轴心国势力瓦
解，英国腾出更多非洲兵力投入其他战区，
英国军方尤其看重西非部队适应热带丛林
战的能力，因此将他们派往亚洲缅甸战场，
投入对日作战。

前往亚洲战场的非洲部队由组建于
1943年的西非第81、第82步兵师和东非第
11步兵师组成，均隶属于英国第14军。西
非士兵主要来自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
纳）、塞拉利昂和冈比亚；东非士兵来自肯
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尼亚萨兰（今称
马拉维）等地。自1943年起，非洲部队陆续
被调往印度。

1944 年年初，西非部队在印缅边境地
带加拉丹河谷组成战斗编队，从那时起
直到 1945 年缅甸战役结束，该部队一直
作为前线部队与日军作战，参与整个缅
甸若开邦（旧称阿拉干）沿海地区的作战
行动。根据部署，非洲部队的任务包括
深入敌后、侧翼推进及山地作战。非洲
部队参加了 1944 年的科希马战役和英帕
尔战役，这是缅甸战役中的两次关键战
役，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
东南亚抗击日军的转折点。在缅甸的日
军评价道，“敌军士兵不是英国人，而是
非洲人……即使他们的指挥官倒下了，
他们也会勇往直前。”“非洲士兵在肉搏
战中无所畏惧”。

非洲部队除了在缅甸战场前线作战，
成为抗击日军的有生力量，另一重要角色
是“开路先锋”。由于地形原因，缅甸战场
很难使用机动车辆，大多数补给品需要由
骡子和不稳定的空投运到前线阵地，在热
带丛林中也需要频繁渡河，所需的船只必
须由士兵自己运送。非洲士兵依靠顽强的
精神开辟了一条通往加拉丹河岸的吉普车
道。在这些行动中，西非第81师的机动性
充分展现出来，他们曾在6周内穿越120公
里的茂密丛林深入日军后方。史料记录了
1944年西非第81师士兵追击日军并将其击
败的场景：士兵在漆黑密林中搬运突击艇，
4 人协作顶着横木负重前行，其间道路曲
折、陡升骤降，连方向都无法分辨，即便是
未负重的英国士兵也感到跋涉艰难，但非
洲士兵却以惊人毅力完成了任务。这样的
奇袭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为英帕尔战役
的胜利打下基础。

根据史料统计，英军约有10万非洲士
兵参加了缅甸战役。然而，非洲士兵并没
有因为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获得平等待
遇。在战后，由于航运紧张，欧洲人的部队
被优先照顾撤离，这造成大量英国非洲部
队滞留他乡，直到1947年初，最后一批非洲
士兵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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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东方佐尔格”，第一时间报告德国与日本军事动向

阎宝航为苏联卫国战争提供重要情报
阎 宝 航 是 我

国近代史上极具
传奇色彩的红色
地下工作者。曾
任俄罗斯驻华大
使 的 罗 高 寿 说 ：

“阎宝航的功绩可
以同苏联著名的
情报人员佐尔格
相 媲 美 …… 阎 宝
航的功绩是俄罗
斯人民的宝贵财
富，也是中国人民
的宝贵财富。”

1895 年，阎宝航生于奉天府（今辽
宁省）海城县一个农民家庭。他幼时家
贫，一直给人做零活、放猪，直到 12 岁
才有机会入学。他好学善思，爱国救国
思想逐渐形成。1918年，阎宝航毕业于
当时东北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
创办奉天贫儿学校，践行教育救国，得
到张学良、郭松龄等知名人士的支持。

1927 年，他获得公费留学名额，赴

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
1929 年回国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
动。他曾在国际会议上揭露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阴谋，还曾销毁查获日本人贩
卖的毒品，被时人称为“今天的林则
徐”。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
痛责“不抵抗”政策，力促张学良抗日。
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阎宝航受宋
美龄委托，来往于南京和西安，为蒋介
石获释奔走。事后深得蒋介石夫妇信

任，他与国民党各类人物也有广泛交
往。

然而人们并不了解的是，1937 年，
一直追求进步的阎宝航秘密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代号“阎政”，成为我党打入
国民党内部一枚重要的“棋子”。他长
期潜伏于国民党高层，积累了一定的社
会资源。在抗日战争及世界范围内的
反法西斯战争中，阎宝航为国家、为世
界的正义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
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对东有军
国主义日本、西有纳粹德国的局面，苏
联政府的策略是积极备战，但尽量推迟
战争的到来。会不会受到日德两线夹
击、如何应对，成了当时苏联政府面对
的难题之一。苏联政府先后与德国、日
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立条约，即便
如此，战争的阴云仍然愈发密集。我党
的情报成为苏联政府制定下一步策略
的重要参考。

据阎宝航回忆，1941 年春天，他因
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关系，受党的
委托帮助共产国际、苏共搜集情报。
接受这个“随时做牺牲准备”的任务
后，阎宝航建立了一个情报小组，“设
置秘密电台，挑选报务员、交通员、译

电员、掩护人员，还要有一批外围的情
报人员”，他本人的俄文代号是“巴维
尔”。

很快，这个小组就获得了极为重要
的战略性情报：国民党驻纳粹德国武官
桂永清于 1941 年 5 月向蒋介石密报：

“德国决定在6月20日前后的一星期内
开始进攻苏联。”这份密报在国民党上
层很快流传开来。一次社交场合上，阎
宝航先是从其他人口中听说此事，为了
检验是否真实准确，他又装作不经意的
样子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
求证。

得到确认后，阎宝航立即想办法通
知中央。据他回忆，德国于当年6月22
日开始进攻苏联，他的密报约在一个半
月前发出。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1

年6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
作的阎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
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
即电告斯大林。”

来自阎宝航的情报得到了分析研
判，时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曾对阎
宝航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
道你。”除我党之外，苏联政府也从其他
多个渠道搜集德国进攻的情报，包括苏
联驻德国使馆、在东京的佐尔格小组、
英国和美国的来源等。遗憾的是，苏联
从多方获得的情报详略不一，关于德国
入侵的时间、地点、规模说法不定，这给
苏方情报分析机构及领导层带来了极
大困扰，决策判断难下，以致备战过晚，
这也在战争之初给苏联带来了很大损
失。即便如此，来自我党的情报仍然受
到了苏方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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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抗击日军的非洲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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