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卧底底伪伪军军，，顶顶““汉汉奸奸””之之名名4400年年
抗日英雄张执信与伪军头目“拜把子”取得大量情报

抗战胜利后，被误认为汉奸杀害

6月25日上午，郭新中独自
闷在办公室里，作为德州当地
颇有声名的抗战研究者，他在
加紧整理即将出版的德州抗
战系列著作。

屋外绵绵交织的细雨，就
像郭新中此刻纠结的心绪。几
分钟前，他刚接到本报记者的
电话，“在仙人桥村找到张执
信的后人了……”

在从各种文献档案中认
识了张执信后，郭新中在过去
几年里，曾试图找寻张执信的
后人，向他们明示当年的隐
情。但是，与这段历史有关的
部门，要么不知道张家后人，
要么以为“后人都去东北闯关
东了”，这让做文史研究的老
郭一度断了念想。

仅在德州市志中，有关于
张执信的简短记载：

“1943年10月，中共德州敌
占区工委派魏国光打入铁路机
务段，做铁路工人的工作；派苗
光升以拾大粪为掩护，活动在豆
腐巷、石家园一带，做大粪工、车
夫、装卸工的工作；派张佃俊、张
志海、鲍玉顺以拉黄包车为掩
护，做城内居民的工作；派焦英

打入德县中学，做师生、妇女的
工作；派张执信以伪军司务长身
份，做日伪上层人物和敌军的工
作，敌占区工委获悉伪德县县长
王朝磊亲督12个伪军中队下乡
抢粮，他迅速将情报传给德县县
大队，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
受到渤海区党委的表彰。”

郭新中告诉本报记者，在
这些人中，只有张执信被指派
去日伪军内部卧底。他之所以
特别留意到张执信这个名字，
源于一次查阅当地公安部门
的敌伪档案时的偶得。

“在文件中，张执信被确
认为烈士。”郭新中说，他至今
保留着当时抄录的档案信息，
老郭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根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86)16号
文件精神，中共德州地委组织
部、德州地区公安处发出德公
国安字（1987）第63号文件，确
认张执信为革命烈士。”

让郭新中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追认烈士其实是平反，张
执信一直在隐蔽战线上进行
地下抗日活动，在德州解放
前，他被误认为汉奸遭杀害，
其真实身份也自此湮灭。

1942年就入党，当卧底迅速打开局面

德州市陵城区仙人桥村，距
离德州市区约12公里。6月25日，
本报记者在村里寻访到了张执
信的大儿子张振浩。81岁的张振
浩独居在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
子里，几乎失去听力，听人讲话，
需要盯着说话人的口型，一半靠
琢磨，一半靠猜。

当“张执信”三个字蹦进耳
朵时，老人先是一愣，浑浊的双
眼顿时显出几分警觉。“那是我
父亲，你们有什么事？”老人盯
着记者询问，手里还握着饭勺，
却忘了自己正要做饭。

一位熟悉张振浩家的近邻
告诉记者，自从抗战胜利后，因
为张执信的“伪军”身份，张振浩
一辈子都没抬起头来，但凡有人
来问张执信，他们一家都跟着紧
张，“‘文革’没少挨斗，老人这是
怕了……”

顶着汉奸的头衔做事，精
神上的压力不只出现在子辈
后代身上。70多年前，去当“汉
奸”，并不意味着耀武扬威，同
样会被义愤填膺的群众所不
容。

在德州，日军最早践踏的

齐鲁大地上，当年群众如此描
述“伪军”：“二鬼子，原本就是
土匪，鬼子一来，就跟着鬼子
欺负老百姓。”什么原因促使
张执信义无反顾地去潜伏呢？

“这得从我爷爷说起。”放
松警惕后，张振浩逐渐揭开尘
封70多年的记忆。

张执信1913年出生在仙
人桥，父亲张桂林在当地也算
一个人物，外人都叫“六爷”。
日本人入侵德州后，在仙人桥
村旁建起了一个据点，张桂林
在村口就有一间茶馆，与据点
隔河相望。

“如此一个有名声的人，
被中共德州工委看中，指定由
张桂林的儿子张执信打入日
伪军内部。”张振浩说。

其实，张执信就读于德县
师范学校，就受到进步思想的
熏陶。1942年秋，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受
父辈的影响，张执信平时就善
结人缘，以司务长的公开身份
打入日伪军后，迅速赢得日本
人和伪军头目的信任，成了一
名“合格的汉奸”。

能将首长安排住进伪军队长家

张执信严守纪律，虽然两
个年幼的儿子一直跟在身边，
在德州城生活，但只知道父亲
一直跟着日伪军，从不知道父
亲还偷偷给八路军送情报。

张执信只身战斗在日伪
营垒中，经常巧妙地避开日
伪军、警、宪、特的检查、搜
捕，为抗日根据地购买和运
送弹药、药品、印刷用品等急
需的“禁运物资”，为开辟德
州敌占区的抗日工作做出积
极的贡献。

1 9 4 4年秋，张执信提供
了伪县长王朝磊亲率12个伪
军中队到黄河崖、土桥、惠王
庄等地抢粮的重要情报。于
是，伪军几乎每到一处，都遇
到八路军的伏击，让中共德
州敌占区工委取得了反抢粮
斗争的胜利。

还有一次，张执信将伪军
司务长×××外出活动的情报
传递给德县县大队，县大队派
部将其活捉，经教育后将其释
放。后来，这人为抗日斗争做了
一些有益的工作。

德州城戒备森严，张执信
将 南 门 外 的“ 振 鲁 照 像 馆 ”

（“兄弟照像馆”前身）开辟成
抗日斗争秘密场所之一。他还
与德州城内 4个伪军中队长

“拜把子”，为搜集情报和掩护
中共地下抗日活动创造了有
利条件，连当时的中共德州敌
占区工委书记刘子光等人出
入德州城开展地下抗日工作，
都多次被张执信安排住在伪
军中队长王登山家中，保证了
刘子光等人的安全。

在 同 日 伪 特 务 的 斗 争
中，张执信巧妙周旋，不但搜
集到许多活动情报，还争取
到许多伪特人员为共产党工
作。德县日本宪兵队工作队
中的× × × ，过去曾为八路
军购买过军需物资，被日军
逮捕后当了特务。张执信利
用关系，争取其为抗日救国
效力，使其提供了一些很有
价值的情报。

不过，由于单线联系，除
中共德州敌占区工委极少数
领导人外，其余人均不知张
执信的真实身份。而他经常
公开场合与德州日伪的上层
人物来往，普遍被人当做汉
奸。

1 9 4 6年春，八路军渤海
军区主力部队和冀南军区独
立 二 团 等 部 封 锁 围 困 德 州
城，为解放德州做最后准备。
张执信在出城工作时，被人
误杀在郊外，时年33岁。

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一份
原中共德州敌战区工委书记刘
子光、委员魏国光、委员徐晓峰
联合署名的证明材料，家人才
知道张执信在隐蔽战线抗战的
故事。

如今，郭新中在即将出版
的新书中想详细介绍张执信
的事迹，他说：“张执信在隐蔽
战线中抗战，却不幸被错杀，
他的英雄事迹竟成了丑闻，整
个家庭为此蒙冤40年。”

如今，张执信的孙女张金
风难以想象爷爷当年经过了
怎样的思想斗争才去冒这个
险，她说，正是因为爷爷在伪
军中当“汉奸”，建国后父亲和
她受尽侮辱，二叔张振甫为此
早早去东北讨生活，在东北工
作后，无法入党，更无法提干，
最后以普通工人身份退休。

“1942年秋，张执信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一直在中
共德州工委的领导下，从事党
在敌区的情报工作……”6月

25日，远在东北的张振甫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当年看到原中
共德州敌战区工委负责人刘
子光亲笔写的回忆材料时，那
一刻，心中几十年的委屈都随
着眼泪倾泻而出。

“抬不起头啊，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40多年。”张金风说，
直到二叔张振甫给他们看了刘
子光等人写的材料，家人才终
于知道张执信是地下党，自己
不是“汉奸的后代”。

但剧情的反转来得实在太
晚。“父亲搞了一辈子革命，却
在这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汉
奸。”张振甫说，从上世纪80年
代至今，整整30多年，他一直在
为父正名的路上奔走，但至今
都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被确认为
革命烈士。

如今，兄弟俩都已暮年，听
说郭新中摘抄的几十字烈士档
案后，张振甫又重燃希望，“为
父亲正名是我晚年的一个心
愿，做到了这辈子再无遗憾。”

家人受了多年委屈，只想为父正名

七 十
多 年 过 去
了，说起父
亲 张 执 信
的事，大儿
子 张 振 浩
依 然 印 象
深刻。

本 报 记
者 寇 润
涛 摄

这是一场命运的残酷捉
弄。在日军铁蹄践踏后，他奉
命潜入日伪内部，不惜自污
身份，来换取伪军的信任，在
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最困难
的时候，他给八路军大量的
情报支持。1946年初，抗战都
胜利了，他却被错杀……

比《潜伏》更惊心动魄的
是，他的真实身份在去世近40
年后才得以揭秘。几十年间，
他的后人甚至都习惯了顶着

“汉奸”的罪名，在各类运动
中受委屈。

这位叫张执信的抗日英
雄，曾在德州日伪军中干过
司务长，直到抗战胜利70年的
今天，他的名字才被德州当
地的一位抗战研究者重新提
起，其故事更鲜有人知道。

张振浩的女婿和女儿张金风
翻看刘子光等人为证明张执信地
下党身份所写的材料。

本报记者 寇润涛 摄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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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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