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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诞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

福康里小楼内的“风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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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延安高架长龙般蜿蜒而过。镇宁路延安
西路口、美丽园大酒店门前一隅，几株翠竹
掩映间，立有一块微微高出地面的小小石
碑。石碑上刻着这样的字迹：“中共中央第一
座无线电台遗址”。下面是几行小字，介绍了
遗址概况：“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
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
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
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
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寥寥数语，穿越近90
载春秋，将人拉回那个谍战片中的世界。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如磐的黑暗中，曾经矗立在福
康里的石库门小楼，发射出“永不
消逝的电波”，那微不可闻的嘀嗒
声背后，是近乎传奇般的故事：一
台全靠自学组装而成的发报机；一
种从未被国民党破译过的密电码；
一片无比炽热的理想与忠贞之心。

努力自学 研发电台
冬日清晨，记者叩开东安路上

一处民居。一位白发苍苍、精神矍
铄的老太太将记者迎进屋。她是中
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离休干部沈忆琴。今年已 !"岁高
龄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李强同志
晚年曾经多次来上海寻访当年的
史料和遗址，我作为工作人员接待
过他好几次，还去北京拜访过他。”
沈忆琴告诉记者，李强待人亲切，
平时总是乐呵呵，但在和他的交往
中，却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党、对革
命事业的忠诚。“那是一个地下党
员永难磨灭的气质。”
中共中央为何会在上海建立秘

密电台？沈忆琴告诉记者，大革命失
败后，白色恐怖下的斗争转入秘密
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
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
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
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
强革命指导，关系到革命成败。

#$%!年 #&月，领导中央特别
行动科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
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分别约谈了李
强、张沈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
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
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
（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
无线电。

“当时的困难，真是很难想
象。”沈忆琴说，李强是学土木工程
出身，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工科院校
高材生，但他也从未接触过无线
电。在当时，无线电在全世界范围
内也是新技术，国民政府对电台严
格封锁，完全没有相关的中文书
籍。学过一些英文的李强就从国外
的资料上想办法。他先是在一本美
国的无线电期刊上找到了一张发
报机图样，根据这图样绘制出电台
线路图和零件图。此外，他又以无

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
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
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
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
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
材料。
“我认识李强同志的时候是上

世纪 !&年代，那时，他已是高龄老
人了。但从他身上和他讲述的故事
中，你能感受到那种共产党人为了
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沈忆
琴说，李强还研制过我党最早的炸
药。“也只有那种丝毫不考虑个人
安危，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人，才
能最终获得成功。”

就这样，李强躲在赫德路（今
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手绘
的线路图样，一次次试制收发报
机。#$%$年秋，耳机里终于传来了
期待已久的电台讯号，李强和伙伴
们终于研制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
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晾衣竹竿 藏入电线
有机器只是第一步，还要有收

发报的人，这就要说到张沈川。据
沈忆琴回忆，张沈川当时是广州中
山大学的学生，担任上海法南区委
所属法租界的党支部书记。有一
天，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老西
门蓬莱路有一所“上海无线电学
校”的招生广告，就化名张燕铭，考
入了这家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
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
个月就可以上机，还利用深夜代班
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
电码，交给党组织。
电台研制成功后，李强和张沈

川租下了福康里 $号一幢三层楼
房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他们还有
一个学生兼助手叫黄尚英，当时只

有十八九岁，原来在上海基督教青
年会学过一些电台业务。“自主研
发”的收发报机有些笨重，灵敏度
不高，发射功率只有 '&瓦，为了隐
蔽起见，使用时还得把电线藏入晾
衣服的竹竿里，再将发射接收的天
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
觉的屋脊上。
沈忆琴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的

上海，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
非常不容易。为了破获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相互勾结，
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
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测秘密电
台的方位。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
下来，李强和张沈川他们在起居生
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
出，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收
发报也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
夜进行。

#$(&年 %月，福康里电台的隔
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
人往，人员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
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 '月中
旬，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 #弄
(%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
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
李强又在慕尔鸣路 )今茂名北路*兴
庆里 #"号+安吉里 ##号,、长阳路友
邦里东一弄 -#号、长阳路乾信坊等
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首条密电 百色起义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

线电通讯联系，#$%$ 年 #% 月，中
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
立电台。
据沈忆琴介绍，这段历史李强

后人曾详细回忆：当时李强化装成
富商坐在头等舱，谁也不会想到，

他那两只豪华大铁皮箱里装的就
是他研制的电台。到香港后，李强
和黄尚英刚从船上下来，就有警察
上来检查。李强面不改色，悄悄塞
给警察四块钱。警察看都没看就用
粉笔在箱子上画了一个记号，把李
强当作了一般的走私者。无线电器
材安全带进九龙后，电台设在弥敦
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
年 #月，沪港成功通讯，拉开了中
共利用无线电远距离通讯工作的
序幕。第一条划破夜空的重要消
息，就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
义取得成功。
电台有了，决定电台安全的无

线电密码是又一个难题。简单的摩
尔斯码很容易被破译，所以必须编
出一种绝对安全可靠的密电码。关
键时刻，周恩来亲自出马，编写了
与收发报机相匹配的密码本。由于
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这部密码
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豪密”。
据传，国民党密码破译第一干

将黄季弼曾苦苦钻研中共密电，却
发现根本无法下手。据黄季弼说，
当时中共采用的是被称为“复译
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这种密
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
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不
给对手分析的机会。这也是那个时
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在
上海，周恩来亲自保管密码本，亲
自翻译电报。他有重要事情不在，
就由邓颖超翻译，“豪密”也由于保
密性强，成为了我党之后主要的电
台密码之一，一直到国民党败亡，
这套密码始终未被破译。

学员被捕 狱中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

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 年 $

月，中央决定采用集中办训练班的
方式培养电台人员，从各地抽调
#-个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
培训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
租了一栋楼房，挂出“上海福利电
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学生对外的
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
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由于这个工厂既没有机器轰
鸣声，也不生产产品，很快引起了
敌人的注意。#$(&年 #%月 #"日
下午，天下着濛濛细雨，#$名学员
在张沈川、曾华伦 %个教员指导
下，戴着耳机，正在二楼学习收发
报，突然，六七个侦探破门而入，其
中还有一个是外国人，用手枪指着
众人。特务在厂里搜查后，将张沈
川等 %#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
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
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这
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
题，这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
张沈川等被捕后，大家改名换

姓，任凭敌人如何拷打和利诱，始
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由于没有
掌握任何直接证据，敌人只能将他
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 年 .

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其中 #"

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另外 (人
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因为条件恶
劣，很多同志病逝在监狱中。一位
同志在临终前，不断地对大家说：
“要听‘妈妈’的话！”大家都明白，
那是叮嘱大家要听党的话。
在沈忆琴看来，中共中央第一

台电台的建立，可以看出党的事业
筚路蓝缕，最初的岁月，没有远大
的理想与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坚持
下来的。“我是中学时代就入了党，
在当时也算地下党员。虽然年纪
小，但是每次出门贴标语，也都有
出去了就回不来的觉悟。是什么支
撑我们？就是理想与信念。”

训练班被破坏后，李强等同
志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
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
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
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年，
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
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
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
要作用。

! ! ! !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的环境里
成功建立无线电通讯，当年直接参
与电台筹建工作的李强称之为“我
党通讯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

#$%"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
裂，大革命失败了。我党在白区的
斗争转入地下，党中央领导机关从
武汉迁回上海。为了保持与各方面
的沟通联系，加强对红军革命根据
地的指导，党中央迫切需要建立秘
密电讯。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
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的同志们
排除种种困难，历经艰辛，以生命
和智慧创建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为

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打下了基础。
此后，又在香港、苏区根据地设立
了电台，中共中央得以有效指导各
地工作，各地党组织的相关工作也
能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许多重要
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准确及时转发
中央苏区，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
作用。

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及其通讯
工作的建设，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
大，在中共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
创性的重要意义。
曹力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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