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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没有希望。”牺牲这年，他只有 26 岁。敌人的丧心病狂并没

有吓倒后来人，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斗争：

这年年底，陈乔年奔赴上海继承哥哥的遗志开展工作。然而不

幸的是距哥哥遇害相隔不到一年，陈乔年在召集会议时被捕，

牺牲前他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这一年，他 26 岁。

烈士的鲜血，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

阀的暴行，革命先驱们前赴后继、毫不退缩，涌现出了一大批

为了信仰与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斗士。

忠诚品质在大浪淘沙中淬炼

渔阳里往北，车程 6 公里，是黄渡路 107 弄 15 号，这里是《永

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同志最后工作的地方。在革命

残酷的斗争年代，党员对党的忠诚是党组织的生存基础，要想

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不仅需要思想上的认同，更要有组织和

纪律上的认同。李白同志三次被捕，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

绝不叛党，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崇高品格。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被日军

破坏。为了搜集情报，党中央决定派李白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为了不引起怀疑，李白白天上班，晚上蹲在灶间争分夺秒地发

报。随着日寇疯狂反扑，情报量剧增，李白常常工作到凌晨，

长时间的发报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大肆搜捕并加大了空

中干扰来阻挠信号的传播。为了躲避搜查，李白技术精湛地将

收音机改装成了发报机。即便如此小心，他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1942 年中秋节前后，李白第一次被捕。被捕期间日寇对他进行

严刑拷打，但他坚称，自己只是生意人，在半夜收听商业行情。

后来，日军专门找来无线电专家对李白的“收音机”进行检查，

但是并没有找到证据，在党的营救下，日本人不得不放了李白。

出狱之后，李白并没有放弃战斗，1945 年初，为了保障电台安

全，李白奉命撤回淳安，在行船途中遭到国民党的搜查，他们

发现了电台，并将李白扣押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被捕。1945 年底，

李白夫妇搬进了黄渡路 107 弄 15 号 3 楼，这也是李白最后工作

的地方，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两点多，他在这里发出了最后

一封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这份情报对解放战

争的胜利意义极大。在发报的过程中，敌人依靠美帝国主义提

供的最新设备和技术，运用分区停电的办法发现了秘密电台的

方位。在敌人重重包围中，李白镇定地发完电报，迅速隐藏好

电台，彼时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李白，这是他第三次被捕。

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 30 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甚至把他的

家人带到审问现场来威胁他，但他始终守口如瓶。1949 年 5 月

7 日，国民党特务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

残忍地将其杀害。这一天，距上海解放只有 20 天，这位忠诚的

斗士倒在了黎明前。

伟大政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实践。上海数

百处革命遗址遗迹是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珍贵的历史长廊。每当

我们置身于其中，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光荣之城永不褪色的

红。今天，我们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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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当年自己改造的发报机。摄影 /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