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装发报机建电台
秦鸿钧，山东沂南县人，幼年时

家境贫困，曾经为地主打工。1927

年，16岁的秦鸿钧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中共沂南地区主要领导人之

一。1936年，他受党组织委派前往

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秦鸿钧来

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当时连发报

机都是他用旧电讯器材自己组装

的。秦鸿钧当时建立的秘密电台位

于瑞金二路148号，一幢沿街三层

小洋楼的三楼。为了掩护身份，经

党组织批准，秦鸿钧与掩护电台的

小学教师韩慧如结婚，并在今黄陂

南路吴兴里开设一家糖果工厂，后

移至今复兴中路173号街面房子，

开设永益糖果店作掩护。白天当老

板经商的秦鸿钧，夜间在秘密电台

发报，韩慧如则坐在窗边担任警

戒。1939年末，秦鸿钧接到通知撤

销电台，便离开上海，赴哈尔滨接受

新任务。

在戚家庙从容就义
1940年底，秦鸿钧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上海，设秘密电台于瑞金二

路409弄315号的阁楼上。为了集

中精力做好地下电台的收发电报工

作，白天他假装“失业”在家包揽家

事，夜晚收发电报。韩慧如则白天

外出当教师，晚上出去送文件情

报。为了搞好隐蔽，他们将楼板的

缝隙用纸糊住，天窗和灯都用厚厚

的布遮盖起来。夏天小阁楼里酷暑

难熬，冬天透过屋顶瓦缝袭来刺骨

寒风，秦鸿钧在这样的环境中收发

报，为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量情

报。艰苦的工作环境使秦鸿钧患上

了关节炎、舌溃烂等多种疾病，他却

对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

1949年，秘密电台终因使用过

久被国民政府保密局发觉。3月17

日深夜，秦鸿钧工作时突然听到妻

子的报警信号，当即停止发报，拆毁

机器，烧毁文件。接着十多个特务

破门而入，将他们夫妇逮捕关进监

狱。秦鸿钧受尽种种酷刑，双腿折

断，肺部受重伤，但他始终坚贞不

屈。5月7日，秦鸿钧在上海浦东的

戚家庙从容就义，年仅38岁。韩慧

如则在5月25日被党组织营救出

狱。如今在上海龙

华烈士纪念馆里，

陈列着秦鸿钧烈士

的英雄事迹和遗像

遗物，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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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鸿钧在瑞金路建秘密电台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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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答”的发报声扣人心弦，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地
下情报员通过电台传递红色情报，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
1958年出品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中国电影史上永恒
的经典，秦鸿钧正是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之一。
秦鸿钧当时建立的秘密电台位于瑞金二路。

绍兴路  号

花园住宅为两幢花园洋

房，东楼古典风格，南立面

一、二层为柱廊，三层退为露

台；内有玻璃天棚中庭，柱

廊、天花、顶角线为古典装

饰，门楣、楼梯有精致木雕。

西楼现代风格，东立面呈曲

尺形，一层东大厅天花施以

彩绘。

绍兴路 号

近代独立式花园住宅，

建筑平面结合地形作“V”形

布置，六开间，原四层，后加

一层，高20米。外立面为淡

黄色，略带弧形。其凸出面

沿街，凹进面临庭院。凹进

面设露天楼梯作为主入口。

室内楼梯设在中央，楼梯间

很讲究，双抱柚木楼梯有很

多精致的栏杆。建筑立面朴

实无华，仅在檐口饰西班牙

建筑常用的连续拱券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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