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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八线离韩国首都

首尔只有50多公里。刚到首
尔时，有美国朋友就问我安全
怎么样？他对首尔的印象是笼
罩在战争阴影之中。可在首尔
生活，却感觉不到战争的气
氛，经济繁荣，生活稳定。不
过，开车前往临津阁，出首尔

几分钟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另
一番景象。 从首尔江边北道
往西北不远即是自由路，是通
往都罗山车站、临津阁和朝鲜
开城的方向。出城几分钟，公
路南侧沿线的两道铁丝网就
把我们拉回了战争状态。公路

沿着汉江前行，但从公路却下
不到汉江岸，不仅有两道高耸
的铁丝网，隔不多远就有荷枪
实弹的士兵在站岗放哨。铁丝
网中间均匀地夹着小石头块，
据说是为了查看是否有人穿
越。在车流中，不时可以看

到各种军车在穿行。 可公
路北侧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山市作为首尔新的卫星
城，一座座高楼正拔地而起。
再往西行，建筑机械无处不
在。这让人感觉自由路两侧完
全是两个世界。

我们的第一站是都罗山
火车站。它是韩国最北端的火
车站，也可以说是承载着历史
重任的地方。以蓝色为主色调
的车站建筑现代而气派，站
内的各种设施齐全。站台上
的路牌写着文山———都罗

山———平壤。笔直向北延伸
的铁路正静静地等待南北通
车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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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钟后，我们抵达了

京畿道坡州市的临津阁。临津
阁是于 1992年建成的旅游
区，据说每年有200万国内外
游客前来观光。这里是游人可
随意进出的最北端，离三八线
只有7公里。许多亲戚尚在朝
鲜的韩国人到这里的自由桥

上挂上自己的祈福，盼望有朝
一日能家庭团聚。我们此行的

重点是参观非军事区的第三
地道(编者注：非军事区是南
北以纬度38度为基准向南向
北各延 2公里形成的宽 4公

里的地带，是朝韩双方军事缓
冲地带)。

韩方称，非军事区内的地
道是朝鲜方面挖的，并说这是
他们为了在战时向韩军后方
“渗透”的秘密地道。

停好车后，我们来到售票
处办理手续。这里每天从早上

9点到下午 3点都有观光巴
士前往第三地道，规定每天游
客流量不能超过2000人。成
人门票费约合90元人民币。

巴士从临津阁一出发，即
进入武装士兵的枪口之下。进

入非军事区，道路上架设了障
碍设施，汽车必须“之”字形
前行，荷枪实弹的士兵对过往
者仔细地检查。紧张气氛一下
子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加上
导游讲的种种注意事项，真是
有点不安。进入非军事区，不
仅把车牌遮上，还要插上一面

小旗，以此表示“非武装的民
间车辆”。这里禁止照相、禁
止向车窗外探身，禁止向军人
们打手势和打招呼。

非军事区的一草一木都
受到“严格保护”，50年来这
里成为朝韩双方的敏感地带。

路边野花盛开，各种树木杂乱
无章，绝对的“原生态”。据
悉，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
常好，有些人还称这里是“生
态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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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介绍称，韩方发

现，朝韩军分线周围约有 17
条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
地道。其中几条地道方向直指
首尔，历史上曾一度令韩国及
国际社会大为震惊。最宽的一
条地道，居然可以并排通行两
辆坦克。

韩方称，这些地道是朝鲜
方面挖掘的。双方为了这件事
沸沸扬扬地争吵了很长时间。
在被发现之时，几条地道通往
朝鲜之处都被韩国设了铁门
挡死。目前，有几条地道已经
被开放旅游。

第一地道于1974年11月
11日被韩方发现，距离首尔60
多公里。第二地道是1975年3
月19日发现的，总长度约3.5
公里，距离首尔约100公里，地
道建在花岗岩层地下 50到
160米处。第二地道位于铁原，

是当年朝鲜战争中部战线的战
略要冲，1989年对外开放。
1990年3月，韩方又发现第四
地道，它距首尔约200公里。

NOPQHIRSGT

在被发现的地道中，第三

地道最有名，它在 1978年 10
月17日被发现，在板门店南

侧4公里处，距离最近的韩方
村庄只有3.5公里。距首尔只
有约 50公里。地道深 70多
米，宽 2米，高 2米，总长
1635米，能在1小时内通行1
万名武装士兵或 3万名非武
装士兵。

参观完非军事区，终于到
了我们期待中的第三地道。虽
然半岛南北地道不少，但军分
线上的地道有着特别的意
义。

第三地道洞口壁上画着
迷彩，前有持枪的军人守卫，

洞口内的四壁比较平滑。戴上
安全帽，系好安全带后，我们
坐上电车走了约 300米(编者
注：电车道是韩方为了方便游
客进入地道修建的)，终于置
身于第三地道之中了。

可能是因为刚下过雨的

缘故，地道内既阴暗又潮湿，
有的地方还在滴水。一些胆
小的女生不时发出尖叫声
(编者注：洞内有导水设施，
防止洞内积水)。地道壁是暗
红色的花岗岩，在如此坚硬
的花岗岩中开凿地道，还要

在秘密情况下进行，艰难程度
难以想象。

虽说洞高两米，但实际上
许多地方稍一抬头就会碰着
洞顶岩石，好在大家都戴着安
全帽。洞里灯光也不太亮，走
在地道里，感觉有一双眼睛紧

紧地盯住我们，浑身不自在。
参观地道只能到朝韩双方的
军事分界线，也就是说能参观
的路线只有400来米，不一会
儿我们就被铁丝网和铁门挡
住了去路，大家都感觉还不尽
兴。导游说，铁门的那边就是

朝鲜，再走就是“越界”了。
从地道出来，阳光格外明

媚。旁边就是都罗山展望台。

登上展望台，可以清楚地看到
朝鲜开城和松岳山景，还可以

更真切地看到非军事区的景
象。郁郁葱葱的丛林已经没有
了当年的战争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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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

本开始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
军国主义道路。为了适应这种
扩张的需要，日本开始针对中
国进行间谍活动。

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
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构乐善

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对华谍报
重要头目荒尾精在汉口创办
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
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
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
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
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
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

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
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
农村。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
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
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
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
一，是以培养 “中日贸易人

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

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
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
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
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
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
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
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
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
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

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
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

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
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
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
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
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
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
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

正好拊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
采纳，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
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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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是日本对华谍报

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
活动尤为猖獗。当时，尽管日
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
陆海军也为发动战争作了多
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
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
后的判断。1893年4月，对华

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
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
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
的准备。

川上操六在考察了朝鲜
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
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他在天

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

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
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

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
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
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
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
进行了考察。这次中国之行，
川上进一步了解了清政府的
极端腐败，而且对清军战斗力

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
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

回到日本后，川上操六密
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
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
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
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敏夫

5月份从烟台出发，用了两个
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
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
察炮台驻防情况，所走洋面每
距约100公里，便用千斤砣试
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

理水文数据。
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

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
行。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一
个月，对沿岸各海口的水深、
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
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

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为日

军日后在北戴河附近登陆选
择了合适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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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 8月 1日，中日

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
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日
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出自
于荒尾精门下的日本间谍宗
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
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之
间，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8月

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
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
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
盛休的铭军 12营 6000人入
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
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
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

14艘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

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其开
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清贸
易研究所的根津一。根津一马上
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
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
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
这就为9月18日的黄海海战作

好了准备。此后不久，宗方小太郎
被召回日本。他穿着中国服，接受

天皇的召见。陆军大将本庄繁评
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

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
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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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

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
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
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
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
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
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
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

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

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
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
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
护。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
使节为其说情。针对这些情况，

应严查间谍，美领事不得袒护。
二是主张实行保甲，严惩

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
为其搜集情报。清除汉奸是反
间谍的根本所在。

三是对百姓实行安抚。很多

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
乱、民不聊生，在日本间谍粮、钱的
诱惑下有人为了生计当起了汉奸。

四是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
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
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相似，只
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

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
人，很难识别。为此，日本人在

中国改华装者应按间谍治罪。
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

采取过部分防间谍措施，破获

了几起间谍案。但从最后结果
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取
得了成功，而这与清政府吏治
腐败、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
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

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

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
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
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
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
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
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
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更为严重

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
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
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
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
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
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
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

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
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
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
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
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
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
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在这种情形下，洞悉清朝
军队军情的日军最终取得了
甲午战争的胜利，北洋海军却
全军覆灭。甲午战争后，日本
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则
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
渊。 UV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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