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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波出现在上海

1928年10月，周恩来分别与李
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
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

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
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外
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

“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从他
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
以及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一面
学习一面摸索，进行收发报机的
研制。

张沈川则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
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
七个月就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
代班的机会，抄下了敌人两本军用电
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代班
时，他还利用电台进行情报搜集工
作，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敌
人发现有人“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
报”时，张沈川早已安全撤离。

张沈川与李强会合后，一面学
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
报，以提高收报技能。1929 年 7
月，李强和张沈川着手试装收报
机，机子的线路图是由李强绘制
的。又经过辛勤努力，收报机终于
自制成功。10月，经过继续潜心研
究，发报机由李强、张沈川自制
成功。

在掌握各项技能后，张沈川、
李强等人又开办学习班，为党培训
了黄尚英等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
员。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培训出第
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我党的
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这个电台的
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
租界大西路福康里 9 号的一栋石库
门三层楼房里。电台由李强负责机
务，张沈川分管报务。电台的天线
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
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
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
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
报的技能。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张
沈川等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
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
答，在和别的业余台短暂通报后，
就把天线撤掉。

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
务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
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在大街

小巷侦察秘密电台的位置。为了能使
红色秘密电台继续传播，张沈川和同
志们掌握了敌人巡逻的规律，收发报
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
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
出，基本上断绝了社交往来。

1930 年 2 月，福康里来往人员增
多，党组织将电台转移到静安寺路赫
德路福德坊1弄32号，随后又在慕尔
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
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
了电台和装配间。

红色电波遍及苏区

193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南
方局电台联络开通后，为了保证安
全，中央电台曾多次转移，同时着手
筹建中共国际电台。

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上级
决定，由毛齐华夫妇兼做掩护人。他
们把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房内摆满
了大型时尚家具——收发报机就藏在
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
员平时和外界断绝往来，需要通信
时，则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
处。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
饭店”或“宝隆医院”作为通信地
址。因为这种地方都是有权有钱的人
才会入住，国民党特务们不会到这些
地方检查信件。在收到大宗文件后，
红色秘密电台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房
东、邻居怀疑，一般不会自行带回，
而是通过邮局寄回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区
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加强对各苏区的
指导和联络，1930年九十月间，中共中
央从各地抽调 16 位同志到上海办了
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挂出“上海福利电
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培训班由李强实
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
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
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
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员的对外身份
是工人，教员的对外身份是工厂经理

或工程技术人员。
12月 17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

工厂”被特务包围，张沈川等20余人
不幸被捕。其间，学员谢小康趁敌人
不备，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
发出“有情况”的暗号。伍云甫走到
弄堂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就转
身离开。不久，外出办事的涂作潮即
将走到门口时也发现了情况，他机智
地提起路边的一个油漆桶，从特务面
前从容走过，没有被敌人发觉。

张沈川等人被捕后，面对敌人残酷
折磨和威胁引诱毫不动摇，保守了党的
机密。1936年秋，张沈川等经党组织
营救出狱（陈宝礼、麦建平、张庆福、
谢小康4位同志先后在狱中牺牲）。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
定：由曾三筹建新的电台，同时，派涂
作潮、伍云甫到江西。不久，中共中央
又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前往鄂
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
地，开展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

同年1月3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
剿”的战斗中，完好地缴获了敌人电台。
红军总司令部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红
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
彬任政委。接着，红军办起了第一个无
线电训练班。由于缴获的发报机功率较
小，还不能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
联系。在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红
军又缴获了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将这
部电台改装后，9月，中央苏区同上海的
中共中央实现了直接通报。

几乎与此同时，毛齐华等在上海
建立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
而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利用
1931 年 12 月间红四方面军缴获的敌
人电台，很快同上海中共中央、红一
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实现了通报。湘鄂
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于 1932
年先后开通。

敌人“心脏”传出红色电波

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钱
壮飞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成

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
曾企图扩大势力，在各地建立特务分
支机构，要钱壮飞负责“补充人员，
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电台”。
钱壮飞将计就计，将一批我党的情报
人员和秘密交通员安插进敌人的特务
机构。不久，国民党情报系统在南
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实际上已
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了。

徐恩曾虽然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
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重要
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发现
徐经常出入上海舞厅“享受生活”，在
秘密布置后，钱壮飞陪徐进入歌舞
厅，在他换衣服时，把密码本取出，
让事先埋伏的同志迅速拍照后送回。
得到密码本，对钱壮飞的地下工作有
了很大帮助：此后他从报务员那里接
到电报后，对有价值的部分都由自己
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
时，这份密码也被送到了红军手中。
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刚刚制定，
其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中共中
央和苏区。

顾顺章叛变后，特务机关向南京
连发 5 封电报。此时正值徐恩曾去上
海“享受生活”。钱壮飞收到电报后，
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并立即向中
共中央发出警报。接到情报后，中共
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1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在宁都起
义，起义的报务人员为红军带来了更
多的电讯器材，红军的无线电通讯队
伍随即迅速扩大，并成立了以王诤为
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
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
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后来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通讯学校，还成立了保养、修
理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到1933
年，瑞金通讯学校学员在学人数已达
千人。此后，中央苏区把自己培养的
报务人员源源不断地派到新的苏区和
国民党统治区。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
理事）

我党早期电讯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徐 涛

1946 年 7 月苏中战役打响后，
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我华中野
战军从容迎敌，连战连捷。李堡战斗
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野部
队：“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
破，望再组织几次作战……凡能歼灭
者一概歼灭之。”并勉励我华中部
队：“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
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接到军委电
示，我华野首长极为振奋，决心再显
身手。

当时国民党军难以继续全面进
攻，不得不调整部署：东面重点扼守
南通经如皋到海安的公路干线，西
面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进攻邵伯、高
邮，正面加强海安至泰州线以南占
领区的“清剿”和防御。南通、如皋
一线兵力比较薄弱，是其暴露的侧
翼。对此，我华野首长设想，如果避
开正面，攻其侧翼，在南通、如皋之
间打开缺口，必将严重威胁敌人的后
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
良机。

8月20日晚，我华野部队主力按
照既定部署，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
侧后空虚之际，以第一、第九军分区
部队佯攻黄桥，进逼南通，迷惑敌
人；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五旅从
还如、如皋东侧隐蔽南下，于 8 月
21日夜间到达丁堰、林梓地区，对
守敌发起突然攻击，以一师攻丁堰、
六师攻林梓。

丁堰、林梓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
两个集镇，位于国民党占领区东面封锁
线中部，驻有交通警察总队的6个大队和
第二十六旅1个营约3700多人。交通警
察总队号称国民党的“袖珍王牌军”，由
抗日战争时期的“忠义救国军”和上海
税警团改编，受过“美式训练”，配备有
美式武器，归“军统”指挥。

我一师以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
投入丁堰战斗，主力集结在韩家庄等地
区，准备歼灭如皋来援的敌人，并相机
歼灭陈草籍的敌人九十九旅。守敌对我
华野部队的到来毫无察觉，仓皇应战。
激战至22日上午10时，丁堰守敌除一
个大队逃往东陈镇外，其余全部被歼。
陈草籍的敌人不敢来援，向如皋逃走。
与此同时，林梓守敌被我六师包围、歼
灭大半。我攻击队立即开始战场喊话，
进行政治攻势，守敌纷纷缴械投降，少
数残敌企图跳河泅渡逃跑，均被我军击
毙在河内。我第五旅乘胜扩大战果，于
23日拂晓以一个团兵力攻击东陈镇的
敌人两个交警大队，歼敌一部，残敌逃
往如皋。

此战，我华野部队主动出击，攻克
了丁堰、林梓、东陈等据点，共歼灭国
民党交通警察总队所属5个大队和国民
党军二十六旅1个营 （毙伤敌1500余
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
余支，轻重机枪130余挺，完好无损的
美造十轮卡车7辆，彻底打开了我华野
主力西进泰州、扬州作战的通道。

我华野部队痛歼国民党“袖珍王牌军”
梅明凯

1939年，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敌
后、开辟茅山根据地后，延陵镇上的日
伪军据点成为新四军东进北上道路上
的障碍。第一支队首长把拔除该据点
的任务交给了二团一营。

据侦察员报告，延陵镇据点驻有
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共30多
人，日军营房在一座由大庙改建的仓
库内，伪军分驻于镇西和镇东。经研
究，一营营长张铚秀决定于2月17日
除夕之夜趁敌人守备松懈之际，率部
夜袭延陵。2月17日晚7时，张铚秀
率一营战士冒着雨雪向延陵镇秘密进
发。部队经七八十里急行军，赶到镇
外埋伏。夜 11 时左右，随着张铚秀
一声令下，部队按照既定部署，分三路
悄悄潜入镇内。

此时，守卫在外围炮楼里的伪军
刚吃过年夜饭，不少人已经喝得醉倒
在地，其他的家伙聚集在一层赌博，根
本无人放哨。战士们摸到炮楼下面，
将事先准备好的云梯架在墙壁上，一
个接一个地爬上炮楼顶，然后进入三
层、二层，缴获了敌人的机枪，再举着
机枪下到一层，向赌博的伪军们大喝
一声：“不许动！”伪军们吓得目瞪口
呆，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一营部分战士发起了对
伪军另一座炮楼的攻击，同样将里面的
敌人俘虏，但在收缴枪支的时候，一个
伪军由于胆怯，不小心触碰了扳机，导
致步枪走火。不久，昌国寺的日军打电
话来问情况，一营战士命令负责接线的
伪军对日军回答说：“哨兵喝醉了酒，把

枪弄走火了！”日军听后，信以为真。
在消灭了伪军后，张铚秀下令部队

向部署在仓库周围的日军工事发起进
攻。一营各部很快打掉敌人的前哨地
堡，但日军利用仓库的牢固工事和优势
装备进行顽抗。

新四军一面猛掷手榴弹以压制敌
人火力，一面找来两桶煤油和柴草，实
施火攻。一营战士多次点火，但由于大
庙基座太高，院墙坚固，整个大庙和仓
库又被厚厚的雪所覆盖，因此多次点火
也无法烧毁。后来，有战士找来长竹
竿，将柴草点燃后挑起扔进院内，引燃
了敌人堆放的弹药，终于将敌人逼离了
围墙。

一营指战员随即展开挖掘，将围墙
挖开几个洞，突击队员从四面八方冲入
围墙，和院内的日军展开白刃战，很快消
灭了院内的敌人。随即进入仓库，与里
面的残敌展开战斗。仓库里的敌人慌乱
起来，准备突围。被埋伏在外面的一营
战士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残敌拼死突
围，逃到大庙北面的河边，企图通过河上
的木桥过河，却遭到新四军密集的射
击。这股敌人只得改变方向，逃到一处
河面较窄处，企图涉水逃走，结果被追来
的一营战士一阵射击，全部毙命于河中。

战斗结束后，张铚秀立即带领战士
们打扫战场，在大年初一清晨，押着日伪
军俘虏，携带大批战利品撤离了延陵。
一支队首长得到一营胜利归来的消息后
亲自赶来迎接，并表扬他们说：“打得好，
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让老百姓可以过一
个安稳的年了。”

新四军除夕夜拔除延陵敌据点
吴小龙

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控
制了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
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
法运动。8月，南下议员在广州召开国
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
组织大纲》，并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当时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表示
“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只是为借助
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
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
力。为了顾全护法大局，孙中山对桂系
军阀作了许多让步和忍耐。但桂系军
阀在得到北洋政府的一些“让步”后，
立即提出停战议和，引起孙中山的愤
怒，指出桂系军阀的“议和”完全是“自
便图私”，并要求西南各省继续“合力
讨逆”。为防止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势力
增强，确保广东地盘控制在自己手中，
桂系军阀拒绝由广东省承担军政府和
非常国会的经费，企图迫使军政府“自
生自灭”。

12月，桂系军阀莫荣新成为广东
代理督军后，滥收捐税，纵容部下到处
开设烟馆、赌场，搞得民不聊生。广东
各界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向孙中
山请愿，要求惩办莫荣新。对军政府，
莫荣新更是采取暴力手段，“只许自
灭，不许自生”。他以“图谋不轨”的罪
名将追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的一批军事骨干拘捕下狱，又纵容部

下随意逮捕、杀害军政府委派的军官、各
县招兵人员乃至孙中山卫队成员。孙中
山十分痛恨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各项措施
的阻挠破坏和莫荣新的种种倒行逆施，
决定予以严厉惩治。

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力排众议，
以大元帅名义，下令护法海军舰队“同
安”“豫章”两军舰会同驻广州的地方实
力派军人，举行驱逐莫荣新的联合军事
行动，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
辟其生路”。面对地方实力派将领的阻
拦，孙中山回答说：“吾为民除害，今即以
身殉民，分也；汝师不助我，或反助敌，听
君自择，吾无介焉。”

1月4日凌晨，孙中山亲自率领亲信
将领和部分卫士登上“豫章”“同安”两艘
军舰，在二沙头、大沙头炮击了桂军炮兵
阵地和军营后，又向莫荣新的督军署驻
地观音山发炮，“一连发50多弹”。莫荣新
惊慌失措，“一面令将观音山灯光完全止
熄；一面下令军队不得妄动，不得还炮”。

孙中山亲自指挥的这次炮击行动，虽
然未能给莫荣新以致命打击，却重挫了桂
系军阀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非常国会正
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及军政府外交次长
伍朝枢等为调解人，前往大元帅府与孙中
山商议解决冲突办法。孙中山态度坚决，
提出莫荣新“必须尊重大元帅、军政府及
非常国会”等要求。4日下午，莫荣新来到
大元帅府面见孙中山“谢罪”，并表示今后

“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

孙中山指挥炮击莫荣新
常 红

1927年秋收暴动后，鄂中和鄂西地
区参加暴动的农民武装，有的分散隐蔽，
有的继续坚持斗争。参加南昌起义的贺
龙部师长贺锦斋到监利、石首一带活动，
召集旧部，组建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
在荆江沿岸开展游击战争。

贺龙、周逸群于南昌起义军南征受
挫后，辗转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
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
192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湘
西北特委，以郭亮为书记，贺龙、周逸群、
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
任务，改由周逸群任特委书记。

1月15日，贺龙、周逸群等抵达武
汉，他们正准备离开武汉时，巧遇贺锦斋
的交通员，得知贺锦斋正在监利反嘴活
动后，贺龙、周逸群率史施元、卢冬生等
10余人于18日租了一艘小汽船溯江而
上，去和贺锦斋部会合。20日，小汽船
经过监利县观音洲，贺龙从船工处得悉
该地驻有一股团防，队长叫萧仪卿，当即
决定停船“拜客”。萧仪卿见小火轮靠

岸，又见船上客人打扮阔绰，忙吆喝团丁
列队迎候。贺龙上岸后疾步趋前，一把
抓住萧的手腕，告诉他：“我是贺龙，找你
借几支枪！”萧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威名，
吓得动弹不得。旁边一个团丁刚想举枪
反抗，就被卢东生一枪打倒。其余团丁
见状，全部乖乖缴枪投降。经清点，贺龙
等共“借”得步枪6支、驳壳枪4支、子弹
200多发。

21日，贺龙一行在监利反嘴与贺锦
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两部会合后共有
170多人，100多条枪。会合后，贺龙等
决定暂留此地，派人向当地党组织进行
联络。23日正值春节，贺龙、周逸群、贺
锦斋带了一些粮食、银圆，向当地贫苦农
民和渔民拜年，并做调查工作。

在和群众谈话中，贺龙、周逸群了解
到：当地有个李姓恶霸，不仅豢养一批家
丁横行乡里，还勾结土匪绑票勒索、奸淫
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和周
逸群研究后，贺龙决定去“给这个大恶霸
拜年”，为民除害。

25日（农历正月初三），贺龙率10多
人来到李家，正在饮酒作乐的李姓恶霸
以为是土匪来了，忙令家丁迎客，还端出
银圆，口称：“兄弟一点意思，给各位大哥
接风。”贺龙道：“姓李的，老子是共产党
贺龙，今天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的命！”李
闻言还想抵抗，被贺龙当场击毙，家丁也
被战士们缴了械。

除掉恶霸的第二天，贺龙一行前往
监利县下车湾，遇到了南昌起义时在贺
龙部队任庶务股长的潘锦成，通过潘锦
成，很快与中共鄂中南特委及监利、石
首、华容等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贺龙、
周逸群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了荆江
两岸的斗争形势和群众情绪，决定湘西
北特委暂时留在鄂西和湘北地区，参加
与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在打开局
面后再赴湘西北，并决定将鄂中特委、石
首中心县委、监利县委领导的革命武装
与贺锦斋游击队集中起来，统一整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贺锦斋任军
长，由贺龙统一指挥。

2月1日，几支部队在下车湾会师，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宣告成立，全
军共300余人。工农革命军组建后，在贺
龙指挥下，首先在监利境内开始活动，袭
击了监利的朱河，缴获了大量的绸缎、银
圆，全部分给贫苦农民，还在集镇上张贴
了大量标语，向群众宣传武装起义和土地
革命的方针。接着贺龙领导部队在朱河
与下车湾之间的江面袭击了国民党军鲁
涤平部的军火船，缴获了一大批军用物资
和数万发子弹，改善了工农革命军的装
备；随后，又在上车湾、何堡、尺八、聂河、
王垸等地攻打了七八处团防据点，镇压了
一批土豪劣绅、湖霸和团防头子，深得群
众拥护。2月7日，工农革命军应华容县
委之约渡江南下，攻克了华容的砖桥、长
岗庙、塔市驿，其中砖桥一仗，活捉土匪40
多人，缴枪100多支，轻机枪3挺，子弹上
万发。不久，工农革命军挥戈北指，在石
首陡子岭参加了石首党组织召开的党的
负责人和农运骨干会议，会上，具体部署
了石首的年关暴动。随后，贺龙指挥工农
革命军，袭击了三郎堰、墨山铺等地的团
防，并一度袭击了石首县城。

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荆江两岸
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荆江两岸各县年
关斗争的发展。经过在监利、华容、石首
的暴动，工农革命军共毙俘国民党地方
武装和土匪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
部队由30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贺龙在1928年春节前后
贾晓明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
后，于 1927年 11月在沪正式建
立“特科”，由周恩来主要负
责。“特科”先后辖有 4 个科，
分别负责总务、情报、保卫、
通讯等工作。建立通讯科的目
的在于加强中共中央对各苏区
与工农红军的联系，及时了解
各 地 斗 争 情 况 ， 指 导 革 命 实
践。单纯依靠地下交通员传递
情报、指示已跟不上斗争形势
的发展，筹建秘密无线电台的
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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