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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郊外的一片绿树丛

中，有一个神奇的庄园———布
莱奇雷庄园。它是一幢维多利
亚式建筑，但奇怪的是，在这座
装饰华丽的大厦周围，还有不
少小窝棚，看上去极不协调。这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是英国密码破译

机构的所在地。那些小窝棚是
因为破译工作量增大，庄园的
房间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员和设
备而仓促盖起来的。

在这座神秘的庄园里，聚
集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但这些
人留着长发，衣冠不整，身着破

破烂烂的花呢上衣，或是穿着
皱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看上
去行为又有些古怪。他们中间
有的是数学家和语言学家，有
的是国际象棋大师和方格字迹
填写专家，也有的是电气工程
师和无线电专家，更有银行职

员和博物馆馆长。
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

的地方，除了在这里工作的人
员以外，只有英国国家首脑人
物和最上层的情报官员才能到
这里来。至于其他人，无论职务
高低，也“谢绝入内”。

这里工作人员的任务只有
一个，就是利用先进的机器，破

译德军发出的密码电报。后
来，从这里发出的情报一律使
用一个代号———“超级机密”。
“超级机密”便是来自布莱奇
雷庄园的情报。

正是来自布莱奇雷庄园的
“超级机密”，使蒙哥马利在阿

拉曼战役中大大受益，成为他
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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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超级机密”的情

况，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
始的数年前德国纳粹使用的一
种特殊密码说起。

纳粹在获取德国政权后，使
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
使用的新的军事密码，这种军事
密码是由一台机器编制的，人称

“埃尼格马”。
1938年6月，英国情报六

处的副处长孟席斯上校接到了
他在东欧的一名特工吉布森少
校的报告：一名拒绝说出自己
真实姓名的波兰犹太人通过英
国驻华沙大使馆同吉布森接

触，声称他曾在德国首都柏林
制造“埃尼格马”机器的秘密
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

师。后来因为他是犹太人，被驱
逐出德国。现在，他提出可以凭

自己的记忆为英国制造一部最
新式的军用“埃尼格马”密码
机，而作为报酬他要求一万英
镑以及给他及其亲属颁发英国
护照，并允许他们在法国居住。

孟席斯上校接到这个情报
后，向英国情报当局作了报告。

后来经过 1个月的调查和甄
别，英国情报局认为这个犹太
人的话是可信的，因此决定答
应他的条件。

于是这个犹太人被秘密转
送到法国。英国情报人员为他
安排了一个十分秘密的居住地

点，并为他复制密码机的工作
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人凭借
自己的回忆，不久就复制出一
台“埃尼格马”密码机。

仿制出来的“埃尼格马”
密码机看上去很像一台老式办
公用打字机。它的前部有一个

普通的键盘，但是在上端真正
打字机的键敲打的地方，则是
闪现微光的另一个字母的扁平
面。当操纵者触动键盘上的某
个键时，譬如字母“A”，另一个
不同的字母，譬如“P”便闪现
在机器上端。操作时，密码员按

动字母“A”键，电路沿弯曲的

复杂线路一连穿过4个转子，
然后撞击反射器，再沿不同的

线路返回穿过转子线路，机器
上便闪现出“P”字母。随着转
子的变换，电子线路也随之完
全改变，而改变转子或线路，就
意味着产生一组组新的编码。

按照这种方法译成密码的
电文，发给拥有同样一台机器

的电报员后，对方把机器的转
子和插头调整到像“发送”机
器一样的位置，那么他只要打
出密码，上述发报过程即可颠
倒过来，从而准确地还原电文。

这个犹太人仿制的密码

机，在刚开始的确帮了英国人
的大忙。然而好景不长，仅仅
一年以后，德国人又制造出了
更加先进和复杂的密码机。这
样，英国的情报人员又不得不
想尽一切办法破解新的谜团。

正当英国情报人员被德国

新式密码机所困扰时，波兰军
事情报部门出于战略上的考
虑，将他们数年工作的破译成
果，以及仿制的样机转让给了
英军情报部门。为了对付来自
德国的威胁，波兰情报部门很
早就开始对纳粹密码机的研究

工作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超
过了英国。波兰人转让给英国

的除了有“埃尼格马”样机外，
还有可以确定密钥设置，解开

其密码的“博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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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情报人员在富于创造

性的波兰人奠定的基础之上，向
德国情报机构的机密发起了最
后冲刺。经过专家诺克斯和图
林的共同努力，一部“万能机
器”终于研制成功了。这部两米
多高，外形像一个老式钥匙孔的
机器，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机械

式数据处理机。使用它可以把
“埃尼格马”的密码解密。随着
越来越多的数据输入和使用人
员经验的积累，使用这种机器解
密的效率越来越高。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
明净，阳光明媚。在大选中刚刚

获胜不久的丘吉尔正在他的办
公室忙碌着。这时，已经提升为
情报六处处长的孟席斯走到首
相的办公桌前，向他递交了一
张纸条。

丘吉尔接过纸条扫了一
眼，只见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

军人员的调动和驻丹麦德军
的补给分配等详情。这份情报
价值不大，丘吉尔看后就随手
将它扔到了桌上。但是，当首
相抬起头来看到站在他面前
的孟席斯时，突然意识到了什
么。他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

着，然后抬头问道：“是它？
‘超级机密’？”

孟席斯微笑着站在那里，
他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已无需
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
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

这张小小的纸条的意义非

同寻常，这正是布莱奇雷经过
几年努力破译的第一批“埃尼
格马”密码情报。从这一天起，
“超级机密”就成为了丘吉尔
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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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下旬，隆美

尔的给养频频告急，如不能及时
得到供应，他的部队将难以支撑
下去。希特勒督促有关人员尽
快派出军需船运送给养，并发电
报通知了隆美尔。当隆美尔收
到这封电报时，英国的布莱奇雷
庄园已经把它破译了出来。

很明显，如果隆美尔得到
这些军用物资，他就可能站住

脚跟。所以，必须坚决阻止这些
军需品的运送。然而德国人这
次派出的5艘运输船沿不同航
线行驶，而且海上大雾弥漫，如
果这5艘船只都遭到袭击，“超
级机密”就会有被暴露的危险。

10月 26日，负责监督

“超级机密”保密程序的温特
博瑟姆用保密电话向丘吉尔说
明了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哪一
个更重要？是击败隆美尔？还是
保护“超级机密”？

丘吉尔踌躇了好半天也没
有做出决断。直到最后，才下令

击沉这些船只。这是在第二次
大战中，丘吉尔甘愿冒“超级
机密”被暴露的风险的几次不
多的行动之一。

1小时之内，英国皇家空军
就接到了炸沉这些运输舰的命
令。27日天刚亮，20架英国轰

炸机就分别从卢卡和哈勒法机
场起飞，在托布鲁克沿海雾中追
上了第一艘运送给养的“普罗
什比纳”号，这艘船护航严密。
在战斗中，皇家空军的20架飞
机损失了6架，但“普罗什比
纳”号还是被击沉了。后来，皇

家空军的飞机又在托布鲁克西
北的雾中借助照明弹发现了
“特里波里诺”号油轮。这艘船
也被击沉了。它的伙伴、另一艘
油轮“奥斯蒂亚”号于28日拂
晓被鱼雷击沉。同一天拂晓，皇
家空军的飞机在托布鲁克以北

1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扎拉”
号，也用鱼雷击沉了它。它的同
伴“布里俄尼”号虽然勉强进入
了托布鲁克，但在卸汽油之前也
被美国飞机击沉了。

隆美尔得知此事后大发雷
霆。恰恰在他的部队进入这次

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时，英国
人却一夜之间几乎把他的全
部军需品报销了，这种高度的
巧合使隆美尔对此事产生了
深深的怀疑，于是他给德国本
部发了一份长电，要求调查一
切可能泄密的来源，搞清楚在
海上有雾的情况下英国人到

底是怎么发现这些运输船只
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德国
人最终也没能弄明白问题究竟
出在哪里。 CDE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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