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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智堪的传奇人生中，经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

件，除了获取《田中奏折》，他还受命调查张作霖皇姑

屯被炸事件、长春万宝山事件等，他不惜损失家财、牺

牲生命，为东北地方政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在辽宁

省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 1931 年 3 月至 7 月，蔡智堪

进行秘密活动的9件档案。

1931 年 5 月，蔡智堪被派调查日本人在长春蓄

意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日本人组

织的延吉调查团，然而因为他没有中国护照，被吉林

警方拘留。公安局怀疑他是日本间谍，为了澄清身份

又不暴露真实意图，他只得发电报给东北边防司令长

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后又写信给其两位秘书胡

俊、赵卓凡。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些档案中，就有写给胡

俊、赵卓凡的亲笔信，内容是报告情况请求帮助，字迹

略显潦草，可见事发紧急：“弟自东京出发以来，顺途

巡游朝鲜各地，探查各方面情形……被我国军警责弟

无有护照入国，因此被拘在龙井公安局……烦先生速

以边防公署秘书厅名义，急电局子街吉兴中将，为弟

说明其底蕴，方可早日放弟外出活动……”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接到蔡智堪的求助电报

和来信后，随即两次函告延吉镇守使吉兴，证明蔡智

堪真实身份，要求赶快放人。

经历这番曲折之后，恢复自由的蔡智堪搜集到有

关万宝山事件的情报，1931年7月由外交秘书办公室

呈报给张学良。

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呈文中写道：“窃据

日本东京蔡智堪秘密情报内称，若槻内阁藉万宝山事

件以示威于北满，一举而欲造成其新势力于长春近

郊，以便坚固其所得之长赉路利权，以朝鲜当局煽动

韩民迫害华侨……万宝山事件系乃若槻内阁对北满

施威之试金石，恳我政府必须以强硬的与之对抗，虽

须牺牲亦不可以辞，方可使彼了知示威难得成功于北

满，我可一劳而永逸。”从这份电文可以看出，蔡智堪

的调查，证实了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企图侵略中国东北

的又一阴谋。

真相：情报员被自己人扣押是啥感觉

蔡智堪

东北谍报员智取《田中奏折》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两份《田中奏折》，一份是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另一份是1931年民

间爱国志士手抄并出资翻印的文件。作为日本侵

华的最高机密，《田中奏折》得以公开披露，是因为

张学良手下有一名秘密特工，他冒险潜入日本皇

宫，用两夜时间抄出原文。而这一切，缘于一张从

沈阳邮来的大饼…… □据《辽宁日报》

由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发行的《田中奏折》小

册子，工整的印刷体，共 27 页，约 1.4 万字，1930 年

11 月印制了4000 册。另一份手抄本，它是1931 年

8月，由民间爱国人士苏泽民抄写并出资翻印。

苏泽民在小册子前附《篇首语》：“日本田中义

一侵略中国奏章一册，全书共四十一页有奇，原由

留学东瀛之同学某君以计得之……详细浏览所有阴

谋毒计，策划万全征之。近今朝鲜国杀侨胞，万宝

山占民地，均系本诸该奏章步骤实行……”虽然田中

义一于 1929 年去世，苏泽民仍愤慨地写道：“然其

进行各宗旨迄未更变……毒流友邦，祸及家国，恨不

犁其穴而刃其尸也”,满腔忧愤的苏泽民最后表达了

手抄万余字的目的：“愿我同胞人手一篇，本先总理

大无畏之精神……和衷共济，敌忾同仇，庶几亡国之

痛或可预为弭止，则此奏章视为我国之午夜钟声，

当头棒喝也可。”

关于《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辽宁省档案馆历

史档案整理处冯璐介绍，1927 年 4 月，田中义一被

任命为日本首相，适逢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

本的政治和经济一度濒临崩塌，而这时，中国正处

于北伐战争时期。田中义一看准形势，在东京主持

召开了“东方会议”，商讨转嫁经济危机的侵华策

略。会后，他总结各种侵略手段，成文《田中内阁满

蒙积极政策上奏文》，秘密呈给昭和天皇。这篇奏

折，历来被看作是日本侵华的“规划总纲”，简称《田

中奏折》。

1929 年 12 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刊

出《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

日皇之奏章》，顿时震惊全国，引起国人的强烈愤

慨，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阴谋，也引起国际上的高

度关注。此后《田中奏折》被国内各地报纸杂志广

泛刊印传播。为了唤醒民众自助救亡，各地爱国志

士也纷纷出资翻印，版本不计其数，辽宁省档案馆

保存的苏泽民的这份《田中奏折》就是其中代表。

奏折的传播引起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命令驻

中国各地的领事馆，调查《田中奏折》流传情况，颁

发训令，要求各地机关取缔散发奏折行为或取消有

关新闻报道，同时又将训令抄送驻欧美各国使领

馆，要求阻止奏折的流传。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野心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

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

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

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

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狂妄宣言出自《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其计划已经成

为后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全面侵

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骤说明书。

那么，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核心机密，

《田中奏折》深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它是如何泄

露出来的呢？

冯璐告诉记者，《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曾

向世界公开发表宣言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指当

时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紊乱治安。帝国

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

当之处理。”此言论一出，震惊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

纷纷赴日本，企图探知“东方会议”的详细内容，继而

得知《田中奏折》的存在。

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

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在此关头，张学良决定“改旗

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力求实现全国统一，粉

碎日本分裂侵占东北的阴谋。同时，他加派谍报人

员，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田中奏折》自然成为

情报人员工作的重点。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就是东北地下情报员、爱

国商人蔡智堪。

蔡智堪是台湾苗栗县人，12 岁随父亲赴日留

学。毕业后，他在东京经营贸易商行，自备轮船往来

于日本至新加坡等地，收入颇丰。

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18岁时，加入孙中山在

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

结交日本政界高层人士，开始参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

的秘密活动。后来受聘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

北行辕顾问，即地下情报员，由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

王家桢单线与蔡智堪联系。

1928 年 4 月，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

员中野刚正等人，突然收到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

包，内装东北大饼一张。

坐在一旁的中野刚正看到说：“品尝一下中国点

心可否？”蔡智堪哈哈一笑：“大饼要烤制才好吃。”婉

言拒绝了中野。散席后，蔡智堪破开大饼，发现里面

果然夹有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

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蔡智堪深知，这次任务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国

家和民族的安危，他决心冒险一试。

东京宴会上，收到从沈阳邮来的大饼

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种方法难

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矛盾，智取奏折。蔡

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

民政党的抵制，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民政党顾问）

和保皇人士急于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希望世界舆论

阻止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

考虑周全后，蔡智堪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很

快与牧野伸显达成协议。牧野伸显安排自己小妾的弟

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秘密接应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宫。

研究这段历史多年的辽宁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孙

成德告诉记者，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乔装成图书

修裱师，随身携带牧野伸显送来的金盾形“皇居临时

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宫的“皇室书库”。

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中，蔡智堪回忆：

“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50分。‘田中奏章’系用日

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

奏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

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天黑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

取抄写的办法，“我将碳酸纸（半透明的纸）装铺原件

上，用铅笔描出。”

他花费两个晚上才描写完毕。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沈阳），把抄

录文件面交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

主任的王家桢，次日返回日本。事后他把自己在东京

的一栋房子提供给山下勇居住，又付2.5万日元作为

对山下勇的感谢和报酬。

王家桢收到抄件后，立即派人翻译成中文，并定

名为“田中奏折”，呈报给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经张

学良批准，作为机密文件印刷了 200 本，发给东北的

军政要人，以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措施时的

参考，同时报送南京国民政府。

“把《田中奏折》在国际范围公布出去的是阎宝

航。”孙成德说，阎宝航时任“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

常务委员会主席。1929 年 10 月，在日本召开的“国

际太平洋会议”预备会上，阎宝航把翻译成英文的《田

中奏折》分发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代表，遂引

起会议代表强烈反响和震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和世界的阴谋从此公诸全世界。

潜入皇宫，两夜时间描完奏折全文爱国志士：
“愿我同胞人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