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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不屈的上海

! ! 阁楼上发电报、蛋糕里夹底稿、火柴
盒藏密码……《永不消逝的电波》曾是几
代人的光影记忆。电影原型李白烈士在抗
战中的上海，用他的“红色电波”为胜利作
出了卓绝贡献。

前天凌晨 !时 !"分，李白烈士之子李
恒胜逝世，享年 "#岁。今天上午 $%时 &%

分，李恒胜追悼会在宝兴殡仪馆举行。英烈
后人逝去，英烈不屈的精神与气节却永不
消逝。

上海与延安的!空中桥梁"

李恒胜出生于 $#!' 年底，“恒胜”之
名，便是父亲李白取“抗日战争胜利”之意。

$#&(年 (月抗战全面爆发，李白被派
赴沪开展地下情报工作，用电波架起上海
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早在 $#)'年，
$'岁的李白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
他作为红军战士参加党中央开办的第二期
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与党的通讯事业结缘。

抵达上海后，李白化名李朴，住进贝勒
路!现黄陂南路"$!*号弄堂里一间 $!平方
米的小阁楼。抗战形势刻不容缓，$#&*年初
春，李白就在房后的小灶间试建起一个地
下电台。

此时的上海部分已沦为“孤岛”，李白
的红色电台位于敌人心脏，任务之繁重与
艰巨可想而知。为避免邻居起疑，他白天上
班，晚上发报。盛夏酷暑，密不透风的灶间
闷热难耐，发报机更是烧得烫人，李白忙得
汗流浃背，但电稿紧急以致汗水流进眼睛
他也顾不上擦。寒冬腊月，手指被冻得红肿
皲裂，他也是强忍疼痛不停按动电键，蹲着
工作一夜后经常全身发麻。

为增强电台隐蔽性，同时解决器材维
修、零件采购等难题，李白与党中央特别行
动科的涂作潮在组织支持下，于威海路 &&*

号设办“福声无线电公司”。李白当起“账房
先生”，每晚跟着“老板”涂作潮学修发报
机，遇到故障时既节省时间，又避人耳目。

党中央的指示经此传递至上海及华
东，各地日军动向也由此报告至延安……
直至 $#!)年 #月，李白的秘密电台未发生
失误，红色电波为抗战立下特殊功绩。

!假夫妻"患难催生真情
独身一人租房引人注意，上海党组织

为掩护李白的工作，选派地下党员、纺织女
工裘慧英扮“李太太”。

裘慧英当时 )&岁，与素不相识的陌生
男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着实尴尬，而且习惯

了工人运动的她，对这种“偷偷摸摸”的地
下工作很不适应。

一天，裘慧英不愿待在家里，想回纺织
厂去，被李白严肃地教育了一通：“你是个
共产党员，未经组织同意擅离战斗岗位，是
会犯大错误的！你别看这任务没工厂里火
热，也不像战场上激烈，但却是党中央的眼
睛和耳朵，每个信号都关联着党的事业！”

听完一席话，裘慧英再无半点情绪，
决心扮好“家庭主妇”，用实际行动辅佐李
白工作：不仅在夜间发报时警觉地放哨，
有时在白天还奔波送情报。一次，发报机
故障，李白请涂作潮上门修理，发现对门
的妇人用怀疑的眼神反复打量。涂作潮走
后，那妇人就来敲门，打听来人是谁、做什
么的，裘慧英巧妙地回答：“是个修电灯的
工人。”

工作环境恶劣，经费也格外紧张，两人
的日常开销需要自行筹措。经常，李白下午
!时发报至次日凌晨，白天还要打工维持生
计。生活艰难，只好苦中作乐，一年中秋节
走在街上，李白看到橱窗里的月饼，便对裘
慧英笑道，今天我们的眼睛真有福气，这是
豆沙的、这是素馅的，味道不错吧！

患难中同舟共济，沉稳细心的李白和
爽朗泼辣的裘慧英逐渐产生感情。$#!%年
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真正的夫妻。

历经折磨坚守!党的机密"

地下情报工作充满危险。“皖南事变”
后，上海形势日益严峻，日军占领租界，大
肆搜捕共产党人，电台只要开机就面临暴

露风险。
“要么不革命，搞革命就要准备坐牢。”

李白常对裘慧英如是说。这时，他们刚转移
到建国西路一幢三层楼内，还特意将发报
机功率降低到 $'瓦，躲避敌人侦察。
即使这样，还是难逃险情。$#!)年 #月

一个午夜，李白即将完成电报收发，屋外突
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裘慧英掀起窗帘，只
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
墙。“不好，出事了！”

电台被敌人察觉，李白用极快的速度把
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三遍“再见”暗示远
方战友，随后将发报机藏在地板下面。裘慧
英也匆忙收拾现场，铺好被子假装睡觉。

日本宪兵闯进房间，翻箱倒柜到处搜
寻，撬开地板找到发报机。
“这是什么？”
“我们是郑家客人，才住到这里，没见

过这些。”
然而，日本兵早已认定李白就是“秘密

电台”的主人，拉起他的手仔细端详道：
“哼！你是老资格啦！”当晚，李白就被关押
进四川北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方妄图从李白身上寻觅线索，进一
步围剿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鞭打、坐老
虎凳、拔指甲，李白饱受酷刑，常处在半昏
迷状态，却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业电台，保守
着党的机密和战友的安全。
经多方营救，$#!&年 '月，李白终于获

释。回家时，他的脸已肿得变形，裘慧英都
快认不出他。但他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是：
“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点工作。”

在国民党!情报核心"抗日
“电台重于生命”，是李白坚守的革命

信条。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十几年里，他未
向父母透露过只言片语，而是称“在上海经
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更是对被捕入狱
的经历绝口不提。

$#!&年出狱后，李白曾给父亲写信道：
“男前患病住院数月，于旧历四月初七日出
院。”解释连续数月没回信的原因：“男自住
院后，当时因医院阻难不准家属接见，使慧
忠!妻子裘慧英的化名"为我奔波忧虑，使
大人及合家均为我担心，实感激不尽！”

$#!!年秋，抗日战局处在大反攻的前
夜，情报工作更显重要。李白的组织关系已
转到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的华中情报
局，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
员。这是一个特殊的情报机构，掌握各地日
伪和国民党前线战场上的情报，其中不少
是核心机密和军事情报。

由于李白机智沉着，又特别擅长无线
电技术，很快就得到赏识进入机要处工作，
能够率先看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内容。从此，
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传送日、美与蒋之间
的大量情报，为制定抗战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年春天，李白第二次被捕，不过是
落入国民党之手。为电台安全，他奉命撤回
浙江淳安，途中一群国民党士兵上船搜查，
查获了藏在竹箩筐内的电台。所幸李白并
未暴露真实身份，加之国共统一战线关系，
李白第二天即获释脱险。
这一年 *月，中华民族迎来抗战的胜利！

! ! 无论是在抗日战场，还是解放战争中，
李白在隐蔽战线坚持斗争，大智大勇，不屈
不挠，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李白烈士牺牲时年仅 &#岁，引发各界
哀叹与悼念。随时间流逝，他的英雄事迹、
英烈形象却是历久而弥新。

裘慧英扮!群众演员"

$#'(年，李白的上级中央保卫部部长
李克农向中央提议“要拍部电影，表现战
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经过多方努
力，仅过 ! 个月《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完
成拍摄制作。电影上映后，观众受到强烈

震动，李白的故事从此家喻户晓，激励千
万青年成长。

拍摄时，裘慧英亲自给摄制组介绍李
白的生平。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为了解与
还原往事，饰演女主角的袁霞住在裘慧英
家，与她同吃同住，学她一举一动。后来，裘
慧英也接到一个角色“群众演员甲”，站在
女主角旁边扮“纺织女工”。

提起这部纪念自己父亲的电影，李白
之子李恒胜曾说：“电影是以我父亲的电台
工作经历为原型，融合了许多地下工作者
的情况，是一个原型，也是一个群体。”李恒
胜后任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副团长，继承

父亲遗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多方共建!烈士故居"

李白烈士故居位于黄渡路 $%( 弄 $'

号，这幢砖墙小楼是他最后居住、工作和被
捕的地方。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
革命遗址并不为人所知。

$#*&年，虹口区开展名人旧居、革命遗
址的寻访工作。“通过派出所找到裘慧英
时，她住在四平路邮电新村的老式公房里，
生活再简朴不过。”时任虹口区团区委宣传
部长的吴德胜回忆，在裘慧英的陪同下他
们走访故居，回顾往昔。

$#*'年，“李白烈士故居”经市政府批
准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还住着
三户居民，经过虹口区政府、上海市国家安
全局、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等多方商议，决定
出资动迁居民，建立纪念馆。“三户居民对
此表现出极大热情，都说自己是看着《永不
消逝的电波》成长的，居然不知不觉在李白
烈士故居住了三十多年，感到无比自豪！愿
意服从组织安排。”

不到一年时间，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
正式建成。今天，这里仍迎接着来自全国各
地的人们，追忆历史，缅怀先烈。

本报记者 范洁

李白：抗战烽火中的“红色电波”
!!!"永不消逝的电波#英烈精神永不逝

拍电影，寻故居，怀念李白烈士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通讯员 吴德胜

! !"#$年#李白全家于上海的合影 ! 李白之子李恒胜向少先队员介绍父亲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