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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

先生有何预见03

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

生动的一课25

此刻，手持一根教鞭的教官气度
不凡，侃侃而谈，手势和言语配合起来，
生动迷人。

听着这种带有磁性的男中音，沁梅
几乎没顾得上留心他的面容，当她认真
看向他的脸庞时，却在一惊之下几乎叫
出声来。

原来是他！
他就是那天在码头无意中看到的

青年，那个看似悠闲、脸上却挂着孤独
和寂寥的男子。

沁梅悄悄打量着他，想起第一次见

到他时那种奇怪的熟悉感，此刻心中豁
然开朗，原来如此！

他竟然是一名军官！这身军装让
沁梅找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原来眼前
这个青年军官，和自己的父亲江静舟有
几分相似，尤其是在穿上军装后，这种
感觉就格外强烈——一样瘦长刚劲、轮
廓感极强的脸型，一样生动浓密的两道
剑眉，还有那爱微微抿起的略显倔强、
坚毅的嘴唇。

其实，这也不是全部原因，细细想
来，他就算和父亲相似，也是最多三分
像，可是自己那天产生的那种恍若前世
熟识的感觉又源自何处呢？沁梅再次
困惑了。

那充满磁性的悠扬、舒缓的声音还
在继续：“事实证明，亚德利不负众望。
当年咱们戴老板礼聘他来重庆，国民政
府授予他军衔，又安排了30多名留日
学生给他，组成了一个情报小组，专门
针对诡异的日军密码。亚德利通过对
截获的日军密码电报进行分析后发现，
日军为提高发报速度，以日文40个字
母中的10个字母代替10个数字进行电
报编码。这些密码电报的内容应该是
日伪间谍向日军报告重庆能见度、风
向、风速等天气情况的密码电报。”

“经过反复推敲，亚德利破译出电
报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相同数字的含
义，如‘027’代表重庆，‘248’代表正

午，‘231’则代表早上6时。”
“密码虽然破译了，但是如果不将

日伪间谍抓住，日军很有可能再次更换
密码。因此，侦破重庆的日伪间谍案就
成了重要的事。亚德利小组通过截获
的更为复杂的新密码编写的电报，认定
还有更加凶残的、深藏不露的日伪间
谍。当时的一个异常现象引起了亚德
利的注意——密布在重庆四周的高射
炮隆隆作响，敌人的飞机却没有被击落
过。其中必有玄机。”

“亚德利先从新密码入手，经过反
复研究，他发现日伪间谍使用的密码是
无限不重复式密码。在电报中多次出
现诸如‘her（她的）’‘grain（粮食）’

‘light（光线’等英文单词。亚德利推
测这名日伪间谍采用的密码编制方法
为‘书籍式’，密码的底本应该是一本英
文小说，最终通过很多途径，他确定底
本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
篇小说《大地》，并设法从已被抓获的日
伪间谍家找到了这本书。”

“真相大白，原来这个间谍正是汪
伪政权安插在重庆的耳目，他搜集到重
庆方面的情报，将我军高射炮的最高射
程1.2万英尺（约3660米）用密码告知
日军，使日军轰炸机保持在3660米以
上的飞行高度，避开我军高射炮的射
击，从而给重庆造成巨大的灾难。”

“所以说，做我们这种职业的人，总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莫名其妙的
挑战，但最终会有一种东西让我们从混
沌中走出来，让我们豁然开朗，这就是
信心。当然，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会
因为那些自身错误的判断感到心痛和
自责。”

沁梅被他生动的讲述所吸引，脑海
里闪现出在重庆做“卧底功课”时接触
过的那些大轰炸惨案，原来，密码的破
译和一场战争的胜利有着这样紧密的
联系。

“今天我们讲到无限不重复式密
码，我举了个美国情报专家的例子，下
一次，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更有信心的例
证，那就是我们国家也有一位了不起的
密码破译专家，他的风采可以说丝毫不
逊色于外国专家，同样在抗战期间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年轻教官讲到这里，眉飞色舞，那
两道生动的眉毛微微扬起，露出孩子般
有趣的神态来，长圆形的眼睛露出温
润、诙谐的笑意：“池步洲！大家听过这
个名字没有？”

底下的学生交头接耳，摇头者居
多，大家都充满兴趣和期待之情望向讲
台上的教官，却见那名被瞩目者竟然顽
皮一笑，露出一副得意、神秘的样子：

“好了，要知根底，下回分解，下课！”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 纳

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

袁天罡道：“你不知此中缘由？武
士彟（yuē）之妻非等闲之辈，乃前隋宗
室之女。”

李淳风大为诧异：“弘农杨氏怎会
配与武家？”自魏文帝曹丕始建九品中
正起，门第观念根深蒂固，非但仕宦要
看家族出身，婚配也越发讲究门当户
对，高门不配小户。

其实，隋杨宗室出生于北魏边镇，
杨坚称帝后往自家脸上贴金，自诩弘农
杨氏，世人不敢反驳，久而久之，他们也
被视为弘农一脉。即便如此，文水的武

家寒微小户又出身商贾，怎会攀上这等
名门？

袁天罡附在他耳畔娓娓道来：武士
彟原有妻子，后在京为官，将家眷留于
家乡，6年前，原配夫人病逝，武士彟忙
于公务，自始至终未回乡理丧；太上皇
感念他舍己为公，竟亲自主婚，把隋朝
观王杨雄的侄女、始安侯杨达之女杨贞
嫁给了他。

李淳风越发惊诧。前朝杨雄、杨达
岂是寻常之辈？杨雄不仅是杨隋宗室，
且隋文帝在位时还曾主持朝政。虽说
隋唐换代，但杨氏族人在朝为官者依旧
不少，杨雄的长子杨恭仁在李渊在位时
曾任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娶了长广公
主，还有个外孙女早年嫁入秦王府，随
夫入宫后诞育皇子，便是当今的燕贤
妃。这么多权贵都是这位杨夫人的亲
戚啊！

两个人赶紧整理衣襟，比见武士彟
本人更谨慎。兵长揖让他们入府，吩咐
士兵照料马匹；武氏家仆施礼来迎，引
他们绕过正堂，径赴后宅，在廊下设
座。这儿本非会客之处，但妇人不讲那
么多规矩，蜀地气候炎热，在此列座倒
也凉快。仆人来奉上茶果，又端来清水
让他们净面，二人拭去汗水，品味香茗，
又观庭中花草绚丽，颇觉惬意，渐渐不
再紧张。

过了约摸一盏茶的工夫，二人正轻

声低语，忽见屏风后转出人影。一位贵
妇由两个婢女搀扶着款款而来：“二位
先生莅临，蓬荜生辉，妾身有失远迎，还
望海涵。”

袁李二人一怔，忙起身施以大礼。
公爵夫人乃是命妇，凡国有大典，皇后
祭祀亲蚕，内外命妇都要执礼相伴。二
人如今皆白身，哪敢失礼于贵人？

杨氏忙令左右搀扶二人，轻轻还
了一礼，请他们归座。李淳风自感不
便直视，微抬眼皮偷偷打量，只见这位
国公夫人身材高挑，穿着黄罗金缕裙、
青色蜀锦绣衫、单丝碧纱披巾，足着绣
花珠履；脸上蛾眉凤目、齿白唇红、肤
若凝脂，高绾发髻，满头珠翠。虽相貌
端庄略施脂粉，却难掩鬓边白发和眼
角皱纹，她毕竟是年逾四旬之人，不
过，其雍容华贵的气质绝非寻常妇人
可比。

杨氏翩翩落座：“李先生精通星
象，享誉四方。袁先生更是素有识人
之名，我夫妇仰慕已久，方至蜀中曾拜
帖相邀，怎奈先生闭门苦修，未能得
暇，今日垂青莅临，不巧夫君在外公
干，无缘相见实是大憾。妾身不过一
短见女子，不晓得天下大事，无知无
识，还望二位莫怪。”

李淳风暗自佩服：好个精明妇人！
听她言语，哪儿是什么无知无识的短见
女子，分明是碍于彼此身份，避谈朝局

之事。正欲客套两句，却听袁天罡抢先
道：“夫人并非无识，而是一心向佛，懒
理俗事。其实，虔诚礼拜、慈悲善行，功
德未必不及仕宦须眉。”

李淳风颇觉有趣，袁兄一身道服，
怎么反而谈起了释家佛法？正禁不住
欲笑时，倏然嗅到一丝香气，却非兰蕙
脂粉的气息，便细细打量杨氏，只见她
素指间掐着一串香檀佛珠，方悟出袁天
罡用意：隋朝皇室崇佛，宗室后裔亦多
笃信佛教，杨夫人也不例外。袁天罡提
到佛法功德，乃是投其所好！

果不其然，杨氏一听他谈及佛家功
德，精神倍增，言语越发恭敬，向二人开
言请教。袁天罡本非真道士，他早年博
览群书，对佛家经卷多有涉猎，加之悟
性极高，有理有据，侃侃而谈，又将玄门
之道与释家法门参照印证，听得杨氏如
痴如醉，连连颔首。李淳风却一心只惦
记盘缠，听袁天罡絮絮叨叨闲扯了半
日，实在耐不住性子，插口道：“我等不
过微末之谈，难媲高僧大德，怎能在夫
人面前卖弄。”

杨氏听他出言打断谈话，还道嫌自
己冷落了他，忙恭维道：“先生忒谦，您
是精研天数之人，所见自然高远，未知
先生近来有何预见？”

（摘自《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
岁》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