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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卷首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不少职业政治杀手。然而，能够与德国的希姆莱齐名的，恐怕就要数戴笠
了。

杀手之死大多是凄惶的。唯有中国的这位政治杀手之死算是幸运的了。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内最有权力的270名“中央执、监委员”集中在“军委会”重庆大礼堂里，参加国民
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大会已经连续开了17天，围绕国民党从抗战时期转入战后的方针政策问题，
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期间，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理由是国共和谈、国民参政会、一月政协三
大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呼声响彻整个会场，赞同者之多完全出乎发难者的想

象，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特务统治的集大成

者、“一号中央执委”蒋介石先生居然对此持认同态度。由此，几乎是270名“中央执、监委员”结成了一个
反对特务的“统一战线”，一致把进攻的矛头对准那位中国的希姆莱。

其实，这位众矢之的的杀手，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高的。他不是“中央执、监委员”，所以他连参加这次
六届二中全会的资格也没有。他甚至连国民党员也不是。在政府方面，他连部长、次长一类的政务官也

没有当过。经“军事委员会”明文公布的职级，仅是一名副局长；由国民政府公布的军阶，也只是一个少
将（他的局长职级和中将军阶都是死后才公布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所有270名“中央执、监委员”中，没有一个人不切实感受到这位政治杀手的分量。更
有的“中央执、监委员”们对他到了谈之色变，见之战栗的境地。即使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一号中央执
委”蒋介石，面对着这位杀手的强大实力和现实威胁，有时也颇感头痛。

似乎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然而事实是：这位政治杀手拥有5万多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情报人
员和凶狠枪手，拥有20万训练有素、装备优良、调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务武装；他掌握有庞大的国家
警察和保安机关，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组织严密的谍参系统和布满各地的稽查机构，而且还领导着全

国各地的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航空检查、运输监察、经济缉私、税警武装等各种检查机构。他的组织

布满全国每一个角落。他的实力以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

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目的只是为了谁能取得与这位中国政治杀手的特工技术合作权。由此，美国总

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满足这位世界

反法西斯领袖的这一“小小”愿望。

共同的恐惧感，使这些原先自命不凡的“中央执、监委员”们不得不捐弃前嫌，暂时联合起来，向这位少
将局长开战。

于是，在会议期间，由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在原先秘密成立的一个监视杀手的五人小组之外，又成立

了一个八人小组，成员都是警界、特工、谍参等机构握有大权的人物。他们研究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

政治杀手的前途以及他所控制的庞大特务集团的命运问题。结果，八人小组中的七个人（撇开了这位政

治杀手）秘密搞了一个“一锅端”的行动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接着，蒋介石为此亲自数次电召这位滞留在北平、天津一带的杀手回渝，参加这次属于“端锅”性质的八
人小组会议。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这位政治杀手被蒋用“十二道金牌”从平津一带催逼起身，
赶回重庆。但飞机在经过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杀手亦同机身亡，结束了与270位“中央
执、监委员”的对峙，让所有紧张不安的对手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一切又很快恢复到原先的状态，“打
倒特务”的口号不再有人敢喊，特务仍然存在，而且更加横行，只不过对“一号中央执委”的威胁完全消
失了，它重新成了蒋介石手中运用自如的工具。

不过，出于十分复杂的心理动机和政治背景，蒋介石还是让这位本来死有余辜的政治杀手一下子成了国



民党的史诗式的“英雄人物”，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悼念活动”。

本书向读者展示的，就是这位大职业杀手、中国的希姆莱——戴笠风云诡谲、波澜起伏的一生。

紧随在蒋介石身后的戴笠



第一章　早年岁月第一章　早年岁月

出生出生

1897年5月28日下午6时前后，一个男婴降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的一栋老宅里。哭声是那样的
倔强，那样的躁动不已，似乎注定要给这世界带来某种不安；哭声也给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带来了莫大

的欣慰和喜悦。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很有些孝廉名士遗风的父亲，此时，双眼早已溢满
了泪水，似乎在这哭声中听到祖先那金戈铁马般的得得蹄声，似乎看到那早已衰落下去的祖业将再度重

现。他翻开《仙霞戴氏宗谱》，拿起笔，颇有些不能自持地在戴士富三个字的名下写上：长子，名春

风，字子佩，号芳洲，生于清光绪丁酉四月二十七日酉时。后来，戴春风以戴笠二字烜赫于世。

戴氏一族，汉、晋时期祖居河南商丘、安徽宿县一带；唐、宋以后逐渐南迁安徽休宁；因元明鼎革之

难，再次辗转迁徙到浙江龙游县；清代以来，又迁至浙江省江山县西南的仙霞岭定居下来。

仙霞岭像一头雄狮，横卧于闽、浙、赣边境。山间层峦叠嶂，山脉蜿蜒；山上有山，湾里有湾，奇峰怪

石、古树老藤不计其数。最高峰海拔1413米，雄视八闽。尤其是南端的枫岭关，既是闽浙的分疆之处，
也是浙西南的交通要冲，龙蟠虎踞，形势险要，世称“东南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戴春风的曾祖父戴启明，因与太平军作战屡建军功，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功成名就。在荣归故里

之日，门上忽然来了一位算命看相的，告诉他仙霞岭山麓的硖口镇保安村有王者之气，“得此地者昌”。
戴启明听后，深信不疑，厚谢来人。不久，便从龙游举家迁居保安村落户。

东南锁钥——仙霞关，古为浙西南通往福建的必经之道

保安村戴春风出生地，当年的戴氏老宅地基已被远处水塘所淹没

戴春风28岁时，在为《仙霞戴氏宗谱》作的序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
而就居焉。燕翼贻谋，以似以续，不数传而苗裔渐蕃，建祠开族。商人郊翼而宗汤，周人祖文而宗武，

饮水思源，我启明公实保安发族之始祖也……”

戴启明自迁居保安后，即广置田产，拥有林场、良田和庄园，成为江山县的大地主。后来子孙蕃衍，坐

吃山空，到戴春风祖父戴顺晴时，只剩下土地二百余亩。古人训：“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
风。”虽然家业日衰，但衣食住行仍一如大家气派，等到家产传到戴春风父亲戴士富手中，只剩下数十
亩山地，成了一个内里完全被掏空的破落地主。

戴春风父亲戴士富，1861年生，字萃拔，入学乡塾时取学名冠英。由于19世纪中期以来，清廷先后武装
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西北回、维吾尔族等农民起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常
捷军”等清军武装名噪一时，大批地主阶级子弟通过弃文从武，建立军功的途径，成为清廷重臣。受家
庭及社会的影响，戴士富从小就崇尚军功，13岁时决定弃文习武。由于他体格健壮，经几年苦练，两臂
有力、弓箭娴熟。此时，适逢府县招考，他考中武秀才。1884年，戴士富23岁，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
武士，戴士富应试录取，在衢州府衙任职。

戴士富虽然中了武秀才，又考取了武士，但因战乱逐渐平息，舞枪弄刀已不受清廷重视，升迁自然无

望。加之当时因军功出身的两湖派封疆大吏，居功自傲，气焰嚣张。他们与朝中掌握中枢大权的江浙派

言官文臣争权夺势，矛盾极其尖锐，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1877年，慈禧太后藉杨乃武一案，将100
多名地方大员革职，其中大多是出身湘军的两湖派将领，使崇尚军功的尚武精神一去不复返。戴士富空

有一身武艺，只能屈居衢州府衙门做一名皂卒，整天被呼来喝去。他既不甘受凌辱，也吃不了这份苦，

于是就辞职回乡，靠经营几十亩山地的佃租收入为生。到后来更是心灰意懒，自甘堕落。由于他狂嫖滥



赌，弄得除剩下20亩山地外，家产被变卖得所剩无几。

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生于1875年，是保安村太学生蓝炳奎的四女。受家学熏陶，粗识文字。蓝氏勤俭能
干，生性也温和、慈祥，颇有治家的本领。戴春风姐弟三人，姊戴春凤，生于1894年；弟戴春榜，生于
1899年。1902年，戴士富一病而亡，丢下三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4岁。蓝氏孤寡一人，含辛茹苦。她
不但支撑门面，把三个孩子逐一带大，而且分别送戴春风兄弟上学，接受教育，以谋进取。

戴笠与母亲蓝月喜合影

戴春风一生中，很少提及父亲，但对母亲却十分孝顺，甚至经常以此来标榜自己。在他发迹以后，曾把

母亲接到南京，住在鸡鹅巷53号进门左边的平房内，和特务处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

伴随戴春风长大的，是一个窘困的环境。其父亲晚年的放纵和挥霍，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放荡的坏名声和

窘困的生活。戴春风6岁丧父，残缺的家庭、贫穷的生活和父亲的坏名声，像三条鞭子，在抽打着戴春
风的心灵，铸造了一个扭曲的灵魂。当然，要想在儿童身上找出凶狠冷酷或重大罪恶的萌芽，无疑是十

分荒唐的。但儿时的家庭环境，又确实使戴春风在顽童时期就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性格：自尊、自

卑；倔强、屈从，进取、放任，乖僻、热情等等，各种对立的品行集于一身，塑造了一个复杂的矛盾的

混合体。随着日月的流逝，这种矛盾的混合体一天天变得更加鲜明。

入学　出校入学　出校

虽然家境贫寒，蓝氏还是决定送戴春风上学。为了孩子的功名富贵，为了有朝一日能恢复祖业的光辉，

她做好了舍弃一切的准备。

1903年，戴春风7岁。他被母亲送入当地的乡塾，从学于塾师毛逢乙先生。毛老先生经常在授课时讲到
《大戴学》、《小戴学》的开创者，讲到戴德、戴圣对儒学的贡献等等。祖先的伟大业绩，使戴春风受

伤的心灵多少得到些抚慰，出人头地的愿望在不知不觉中滋长。

乡塾四年，戴春风虽然不太安分，但显得孜孜好学，很顺利地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其悟性和进步，使毛老先生为之惊叹。13岁时，其文笔流畅，被誉为保安乡少年才子。

保安乡少年才子戴春风

1910年，戴春风14岁。这年春天，他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取学名征兰。在回答试题《问立志》
时，他一挥而就，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希圣、希贤、希豪杰”的强烈愿望。文溪高小四年，由于他学习成
绩优异，活动能力极强，被学校连续4年指定担任班长。

1911年，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先后爆发，辛亥革命之风席卷全国。江山县地处闽、浙、赣交通要道，得
风气之先，思想活跃，结社之风盛行。受此革命大潮的影响，戴春风在文溪高小内发起组织“青年会”，
并被选为会长。青年会以联络同学感情为宗旨，把宣传讲卫生、反对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视为该会初

期的三大活动内容。戴春风以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活动能力赢得同学们的尊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创建“青年会”的经历为他日后创建特务组织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在这期间，戴春风先后结识了周念行、毛善馀、王蒲臣、姜绍谟等同学，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他在军统的

重要助手。

周念行于1897年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1910年与戴春风同时考入文溪高等小学，为同班同学。毛
善馀于1897年生于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1911年春考入文溪高小，比戴春风晚一个班级，从文溪高小
毕业时，改名毛人凤。不久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仍与戴春风成为先后同学。王蒲臣是江山县城关镇

人，1912年春考入文溪高小，比戴春风晚两个班级。王因年小体弱，常遇老生欺侮。戴总是挺身而出，



为王打抱不平，王蒲臣为此感恩不尽。姜绍谟是江山县廿八都人，1913年春考入文溪高小。

1913年冬，戴春风以该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戴春风在县城浪荡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不少
社会上的纨绔子弟，逐渐沾染上一些游手好闲、调戏妇女的恶习，有时躲在茅房里看女人小便，被抓住

后却振振有词地说：“孔子曰：‘君子好德如好色’嘛！”儒家的礼学贡献被他用来作为调戏女人的遁词。

1914年，戴春风年满18岁，被母亲召回娶亲。新娘毛秀丛，是江山县风林镇地主毛应升之女，长戴春风
两岁。戴春风与毛氏的结合，完全是蓝氏的杰作。蓝氏年轻守寡，独力支撑门面，处处有力不从心之

感。早日给长子娶亲婚配，不但可以早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且可以在家庭内多一帮手，维持生

计。加之毛家经济条件较好，对戴春风在经济上也不无小补。戴春风完全遵从母亲的意愿和安排。婚

后，夫妻感情尚好。第二年便生子善武。

1914年秋，戴春风离家赴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就读，这是戴春风第一次走出浙西南山区。在省立第一
中学读书期间，除了西湖的美景之外，震撼戴春风心灵的还有建于栖霞山南麓的岳飞墓和岳王庙，特别

是岳飞墓两侧跪着的秦桧等人的铁像。30年后，他仍回忆说：“到过杭州的人，一定知道西湖有座岳
坟，在那里跪着秦桧和王氏的铁像，游人莫不切齿唾弃，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我
相信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如何野蛮，也摧毁不了这有名的古迹。”

1915年，孙中山及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杭州也深受影响。19岁的戴春风得到一本叫
《神州光复志》的书，书中记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和过程。他被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所吸引，一连读了几

遍。多年后，他在谈到辛亥革命的起源时曾说：“所谓政治，就是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在四万五千万
中国人当中，汉族人毕竟占了大多数，慈禧太后却把汉人当作牛马，她说：‘我的东西宁赠朋友，不予
家奴。’充分表现了她的欺内媚外的丑恶面目。那时满族的八旗子弟，呱呱坠地就有了粮饷，太不合
理。于是一般爱国志士，便群起革命。”

以戴春风当时的生活境遇，对照满人八旗子弟呱呱坠地就有粮饷的社会制度，自是要大呼“太不合理”。

他委实是太穷了。在省立一中，同学中公子小姐们一个个穿绸着缎，锦衣玉食，神气十足。而戴春风的

一套土布外衣是名副其实的“四季服”，从冬穿到春，从夏穿到秋。他在校内结识了不少朋友，互相之间
请吃请喝，有时甚至偷偷地相约溜到杭州的花街柳巷鬼混一番。戴春风因囊中羞涩，处处受制于人，常

受同学轻视讥笑，于是忍不住做些“顺手牵羊”的把戏。一天，戴春风溜出学校，直奔杭州市留真照相馆
隔壁的旧货店。几天前，他在那里相中一件旧衣，苦于身无分文，无力购买。而身上的一套冬装早就破

旧，急待更新。他苦思数日，终于谋得一条“良策”，决定用“瞒天过海”的手法，智取旧衣。戴春风来到
旧货店里，看好与隔壁照相馆相通的边门，于是按照预定计划，拿起那件自己看中的衣服，对店堂里的

伙计道一声：借件衣服照相用。话刚说完，不等店堂伙计答允，拔脚就从边门钻进隔壁“留真照相馆”，
在照相馆没有停留，飞步冲了出去。旧货店的伙计每日里对顾客迎进送出，眼光老到，戴春风一进店

堂，他已经从戴春风落拓的衣衫和紧张的神情中，对其起了警戒之心。见戴春风抓起一件衣服就跑，伙

计心中冷笑一声，二话不说，拔脚就追。因伙计预先留了一手，看清了戴春风胸前有一枚“浙江省立第
一中学”的校徽，并记住戴春风长脸、浓眉、大嘴的特征，故而一直追到学校进行告发。学校当局查出
是戴春风所为，联系到平时同学的告发，自是怒不可遏，于是数罪并罚，一致决议，将戴春风立即开除

出校。

戴春风在杭州举目无亲，被省一中扫地出门后，连栖身之地也没有。惶恐之中，猛然想起岳父毛应升有

一姓徐的亲朋在杭州开了一家豆腐店，于是前去投靠，豆腐店徐老板念在同乡和亲朋的份上，也就接纳

戴春风暂时栖身。

戴春风脱却学校的约束，更似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杭州市里四处游荡，结交些鸡鸣狗盗、三教九流之类

的人物，混混日子、开开眼界，倒也有几分惬意。一晃年关将至，徐老板的侄儿徐缙璜要回江山县，戴

春风也起了思乡之情，决定和徐缙璜结伴而行。

一天早晨，徐缙璜、戴春风从杭州南星桥码头上了江山船，出钱塘、入富春江，溯流而上。不一日，船

到浙北风景名城富阳码头小憩，戴春风瞅准机会独自上岸，搭上一条顺流而下的船折回杭州。他来到徐



记豆腐店，向老板禀报，说船行到富阳后，上来两个流氓，故意串通好了在船上调戏妇女。其中一个流

氓称被调戏的女子是自己妹妹，另一个流氓不肯罢休，在船上大打出手，引得船上的旅客纷纷围观。徐

缙璜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不想两个流氓扭打之间，故意把缙璜绊倒，弄得船上一片混乱。一个流氓见

状还热心地把缙璜扶起，口中连声道歉。缙璜起身后，不曾介意，只是整整衣衫，拍拍尘土，不想一摸

身上，钱包不见了。不得已，只得在桐庐上岸，耽搁在那儿，连吃一顿饭的钱也没有了，终日以泪洗

面。为此，他特赶来向老板禀报，火速接济。一番弥天大谎，居然编得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不由徐老

板不信。他当即给戴春风100元钱。请其速速赶回桐庐，交给缙璜，口里还一个劲地向戴春风道谢，称
他路途辛苦。

戴春风拿了钱，来到僻静无人处，不觉放声大笑起来。他心想：这“过海神仙”并不难做，只要有一个聪
明机智的脑子，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不愁这世界上的蠢才不听摆布。他先到酒楼饱餐了一顿，安抚

一下辘辘饥肠，再到服装店置办了一套衣服，然后又给母亲、妻子买了些衣料、年货，重新上了船，笃

悠悠地转回江山。

无功名而归乡的戴春风除在家看守山林外，常于此桥大树下看史书

戴春风回到保安老家，与母亲、妻子、儿子见面。儿子善武生得白白胖胖，活像一条小蚕，家人们都亲

昵地称为“蚕倪”。戴春风听了这个称呼很是高兴，遂按谐音取乳名藏宜。晚上，待邻居客人们散去，戴
春风才向母亲言明自己被学校开除，已经“改行做街头小生意赚钱”，这书是不能再读了，杭州也不能再
去了。母亲想到自己的一番辛苦，付诸东流，不觉唉声叹气，潸然泪下。但因慈母爱心，恨铁不成钢，

却也奈何他不得。其妻毛氏见丈夫虽无功名归来，从此却能厮守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倒也自有情

趣。戴春风此后倒是安分了一段时日，在家里看看山林，读读史书，侍奉母亲，逗弄儿子，不觉过了一

年有余。

投军浙一师投军浙一师

1917年初，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活动。在康有为等清皇室复辟势力的支持下，张勋于7月1日请出了住在
故宫中的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激起全国一片反对的浪潮，各省纷纷组织讨逆军。浙军第一师也在淞
沪护军使、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指挥下，由师长潘国纲率领，出师北上，讨伐张勋。战事发展顺利，

一路打到江苏。7月中旬，张勋失败，溥仪的“半月王朝”垮台，于是潘国纲又挥师回到浙江。

11月下旬，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在宁波策划独立，浙一师奉命平变，出发前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戴
春风闻讯，不觉怦然心动。心想自己久困江山这弹丸之地，总不是长久办法，既然不能从仕途上发展，

何不从行伍中起家，借一个晋身之阶。况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几人为王，几人为帝，哪一个不是

拥兵自重之人。

主意打定，他立即说服母亲，告别毛氏，吻别幼子，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找到浙一师的学兵营。其

时，招兵刚刚结束，戴春风闹着要报名。适逢学兵营营长李享值班，他见戴春风态度坚决，加之浓眉大

眼，有一股勃勃英气，便顺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戴春风，字子佩。”戴春风挺直身躯，恭恭敬敬
地回答。“职业？”“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戴春风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知道反正不会有人调查的，再
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凡当兵的大概都免不了有些偷鸡摸狗的毛病。“哦！”听到这里，李享
不禁对戴春风注意起来，“为什么弃文从武，投笔从戎？”戴春风想起当年投考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的一
篇试题《问立志》，立刻精神抖擞地答道：“长官问立志，吾曰：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如今天下
大乱，世无宁日，希圣、希贤而不可得，唯有追随长官，横刀立马，创功立业，以安天下，才是男儿追

求。”“好！”李享不禁喝起彩来，他想此人出语不凡，志向远大，必是奇才，当下便录取了戴春风。

1918年初，浙一师开往宁波，与浙三师交火。因浙三师早有准备，仗打得很艰苦。浙三师初用坚城之
利，挫敌锐气，继而反攻，浙一师大败。戴春风被一群败逃的乱兵裹挟，慌不择路之间，被浙三师俘

虏，关进俘虏营，在那儿尝尽了出生入死、羞辱打骂、饥寒交迫之苦。不久，因甬变平息，戴春风被放



出，他想起这一番形同地狱般的经历，心有余悸，加之浙一师乃败军之师，难成气候，决定就此脱离部

队，在宁波街头流落。多年以后，他把这段经历润色一番，编成故事，说：“我在民国7年的时候坐过
牢。当时北洋军阀加于我的罪名是‘乱党’。所谓‘乱党’，就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污蔑，从那时起，我便
和革命党人一道奔走。出狱以后，我明白革命的道理，对革命的情绪更加浓厚。”

戴春风落魄宁波，正值冬末春初，风霜雨雪，交相紧逼。他白天有时帮商家干点零星活计，赚几个钱糊

口，有时则设一赌摊，骗几个钱吃饭，两者皆不可得则化缘充饥；晚上则栖身于寺庙亭阁之间。

一天，戴春风来到宁波关帝庙过夜。刚进庙中，只见一中年农村妇女自庙外走来，他一看不禁大吃一

惊，高叫一声“妈妈”，扑了上去。来人正是蓝氏，母子俩异乡相逢，悲喜交集，抱头痛哭一场。哭罢，
蓝氏用毛巾给戴春风擦干脸上的泪水，拿出烧饼油条给戴春风充饥。她看着戴春风狼吞虎咽的吃态，不

免心酸落泪。原来，自戴春风随浙一师赴宁波打仗后，蓝氏、毛氏婆媳俩每日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后

来得知他流落宁波，蓝氏决定亲自来找。一路上，蓝氏水陆兼程，晓行夜宿，吃尽千辛万苦，方到宁

波。哪料到宁波乃繁华商埠，人海茫茫，何处寻得春风儿。每日里，蓝氏用三寸金莲，走遍宁波大街小

巷，全无戴春风的踪影。筋疲力尽之时，蓝氏猛然想起春风乃落难之人，身无分文，晚上必借宿于寺庙

亭阁之处。于是，蓝氏每日只在宁波寺庙亭阁之间转悠，果然在关帝庙撞个正着。

蓝氏因找到儿子，心情兴奋，话也多了起来。她告诉戴春风这几天她曾遇到一个江湖术士，为他算了一

命。算命先生称：我儿生辰八字乃属双凤朝阳格，必主大贵。惟五行中水土失衡，水太少，土太多。故

有偏枯之像，应主“母在父先亡”。蓝氏说：春风儿呀，你看这算命先生卜得真准，你父先我而亡，原来
是你命中缺水忌土。算命先生还叫我切切记住，如果取了一个表示有水的名字，蓄水润土，则可以弥补

五行之不足。

戴春风自幼悟性非凡，初涉江湖后知道一点江湖术士模棱两可的谶语。这个算命先生的一句“母在父先
亡”，就可以作多种解释，妙用只在一个断句处不同。但人在困厄之中，更加寄希望于命运。当下对母
亲的告诫也就连连点头。蓝氏见戴春风似有浪子回头、幡然悔悟之意，也就拉着他的手来到关公像前训

导说：关王爷百世流芳，重在忠义两个字。你如不是在杭州触犯校规，何来今日之难……为人处世，岂
可贪意外之财，行非分之事。蓝氏的一番谆谆训诫，使戴春风五衷铭感，唯命是从。

是夜，母子双双借宿关帝庙，叙些别后离情。第二天一早，蓝氏带着春风拜别关王爷像，一路风餐露

宿，回到保安村。戴春风发迹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和母亲当年对他的教诲，自我吹嘘一番说：“我今
天之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不负父母，不疚良心，完全是受了母亲的鞭策的原故。我自6岁时
死了父亲，以至14岁离开家庭，整整受了近十年的严格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
”

浪迹沪杭浪迹沪杭

戴春风回到家中，一时戒烟戒赌，循规蹈矩。他白天上山看守几亩薄地，晚上回家浏览群书，尽心熟读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等书籍。每当读到《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重视情报，

料敌如神，足智多谋，制敌机先的章节时，他不由得击节叫好，心中暗自感叹：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但戴春风本性不是安分向善之人，循规一时，旧习重现。1920年春天，戴春风在仙霞岭上看守竹笋，忽
见一位长得极标致的少女从岭上路过，顿生淫念。他见四周无人，就扑上去企图调戏，恰被江山县广渡

乡乡长华春荣路过撞见，一阵痛打，直打得戴春风鼻青脸肿，苦苦哀求才罢手。

这一打，倒把戴春风与华春荣打出了缘分。华春荣是江山龙溪乡人，与保安仅一山之隔。且戴春风的远

房侄子戴善谋与华春荣之女华自兴成婚，戴华两家本是近亲。因为这样一层关系，戴春风就从心理上消

除了对华春荣的敌意。自此，戴春风便经常到华春荣的纸槽作坊聊天结交，一来二去，双方颇感投机，

戴春风不禁满心欢喜。

然而，好景不长，又生一茬。一天，戴春风在纸坊中发现一张盖有华春荣印鉴的信笺，虽然右边写了

字，但左边尚有一部分空白。他趁四周无人，把信笺放进袖管。回家后，他把信笺上写有文字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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