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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1929年，上海福康里9号的一个石库
门里，开创了共产党的无线电密码通信工
作。在极险峻的条件下，李强独立制作了
收发报机，以张沈川为代表的一批“风
语者”，从事专门的译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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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发报机
连夜画出电台草图
1927年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

相继开辟和壮大，上海的党中央亟需

找到安全快捷的同各地红军和根据

地之间联系的方式。此前，主要依靠

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

1928年六七月，中共六大期间做出一

个重要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

台，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

但当时共产党内没有这方面的

专业人才。参加中共六大的周恩来

与联共（布）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

军事问题时，提出代训无线电技术

干部的申请。很快，在莫斯科中山

大学的中国学生中，抽调了毛齐华、

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等6人到共

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后又选派东方大学的涂作潮、宋濂

等4人到列宁格勒的伏龙芝军事通

信联络学校学习。

这批学员要两年左右才能结束

学业，而国内革命通信事业的建立

刻不容缓。11月上旬，周恩来回到

上海后，首先想到了中央特科四科

交通科（后改组为无线电通讯科）的

科长李强。周恩来在1927年领导上

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李强成功

地自制炸药和手榴弹，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于是，他委派李强研制收

发报机、组织人员培训和建立电台。

这可给这位23岁的年轻人出

了一道大难题！

李强，1905年9月生于江苏常

熟，原名曾培洪，20世纪30年代在

苏联时改名“李强”，此后终身使

用。他曾就读于南洋路矿学校附中

和大学部土木科，有很好的数理功

底和扎实的英文基础。但无线电对

李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

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检查控制

很严格，一经查获均施

以重刑，书店也没有与

此有关的中文书籍。

制作小小的收发报

机，涉及几十道工序，每

道工序环环相扣，一切要

从零开始。李强偷偷买

回美国大学用的英文教

科书，“我有时连续几天

把自己关在骑楼里阅读

《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

电业余手册》等英文书籍

以及美国出版的各种无

线电杂志；有时又连续好

几天在外面跑，同无线电

行家们交朋友，切磋技

术。”当时博物院路（今虎

丘路）上有家大华科学仪

器公司，生产的产品中

有发报机，但因厂子管

得很严，进不去，李强设

法在公司找了个“内

线”，“借”到一台发报机，时间紧

迫，他连夜将发报机的零件一个个

拆下，细细画出草图，第二天再还

回去。李强还在美国无线电器材

的“亚美公司”设法购买了一些无

线电的零件。但有些零件，洋行也

没有，他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在上

海法租界报务处职员柳中燨的指

导下，李强很快学会了紫铜管绕线

圈等技术难点，还学会了画线路图

和电台组装。

租下福康里
隐蔽首座秘密电台

当时和李强一同被委派

这项任务的，还有中共法南区

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

沈川。李强负责研制收发报机，张沈川负责

学习无线电报务。1928年冬，张沈川化名“张

燕铭”，报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

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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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数次实验组装，

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成功制作了第一批收

发报机。看着这个50瓦功率、外形略显笨

重的宝贝，李强请张沈川检验。两个人躲在

阁楼里，张沈川先从抄收国际新闻和气象预

报开始练习，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

互相通报。一会儿，张沈川摘下耳机，压低

声音激动地说：“可以使用！”共产党内第一

台自主研发的收发报机成功了！又经过数

次改进，李强研制的收发报机越来越精巧。

电台研制成功后，1929年11月，张沈

川、蒲秋潮假扮夫妻，租下了上海大西路福

康里9号（今延安西路   号附近）一幢三

层楼房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李强负责机

务工作，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蒲秋潮、黄

尚英先后在台上实习。自此，诞生了党的

第一座无线电台！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

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国

民党特务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

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

方位。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慕尔鸣路（今茂名

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  号）、长阳路

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都

曾分别设立过电台和装配间。

当时，无线电还是一门刚进入中国的

应用科学，而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主研

发，完全掌握了无线电台的技术。

“伍豪”的“豪密”
不给对手分析机会
1929年12月11日，弥敦道电台接到

广西百色起义部队的电台通报，“广西百

色起义成功了！”使用的正是邓小平在香

港与李强当面约好的呼号、波长和时

间。沪港电台开通后，中共中央同广西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往来电报，都是由

港台转发。沪港电台的工作人员虽相隔

千里，也从未见过面，但在工作中密切配

合，可以相互辨认出彼此发报的手法。

遗憾的是，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破

坏，尽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仍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南方局机关

和电台遭到破坏，无线电通信密码是否

落入敌手不知，在密码没有更新且无人

编制的紧急情况下，1931年1月，由中央

军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出马，编写了与收

发报机相匹配的密码本。该密码以明码

作底，发加收减，起点不同，使用有重复，

具有较好的保密性，在当时国内外都是

先进的。由于周恩来化名“伍豪”，这部

密码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豪密”。3月，

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将“豪密”带到苏

区，同时，周恩来、李强等派涂作潮、伍云

甫、曾三3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

台，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央

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无线电通

信，使用的就是“豪密”。此后，这套密码

在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中推广，用于各

军团少量绝密电报。

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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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密性强，“豪

密”始终未被国民党破译。

编制密电码
沪港两地通信成功

秘密电台有了，决定电台安全的无线电

密码又是一个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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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沈川首先编制了党的第一套

两种通信密码：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

的，另一种是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

汉字密码使用的。1929年12月黄尚英带去

香港的密电码即使用了这套密码。

1929年下半年，中央派李强到香港建

立电台，以中继上海党中央电台和各革命

根据地电台的通报。李强前往香港，租用

了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整层

作为电台地址。12月，李强和黄尚英将收

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

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

安全带进了九龙。广东省委派了会讲广东

话的卢彪夫妇住在楼下做掩护，由黄尚英

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安装好电台，

按预先约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

海主台张沈川的呼叫，再由属台黄尚英呼

叫。试通联络一段时间后，1930年1月15

日深夜，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党中央

和香港南方局第一次通信成功，从而实现

了党的第一次远距离无线电密码通信。

沪港通信成功，开创了共产党通信工作

新局面。接收电报的张沈川心情激动，后来

写道：“当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看到自己亲

手抄的电报，心里充满喜悦。这时，窗外繁

星闪烁，屋里，春意盎然，人心似火。”李强称

之为“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风语者”的坚持 创造红色电波奇迹
1930年3月，为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党中央举办第一期无线

电培训班，李强和张沈川担任教员。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

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人生经历不同，文化程度

不一，李强等人就采取因材施教的方针。两三个月后，伍云甫、曾

三等学员们全部顺利结业，走上工作岗位，大都成为党内无线电通

信事业的骨干。

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后，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及根据地培训一

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培训任务交由顾顺章和李强负责，并继

续由李强和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第一期培训班的经验，李强

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或通过开设电器商店作掩护的办法，然而顾

顺章固执地坚持集中办学，一味强调有内线可通风报信。很快，以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又一次办起了培训班。这一期学员有

16人，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涂作潮、宋濂、毛齐华、方仲如、沈侃夫等

人先后回国后，也被抽调担任教学骨干，增强了师资力量。

1930年12月17日，学员们正在上课，突然一批侦探、军警闯进

来，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及器材，并拘捕了张沈川等20人，李

强等人因不在现场而幸免，史称“福利公司事件”。这批被捕同志在

监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虽被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获释出狱，但仍有4名同志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牺牲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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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信联系。1931

年6月，李强赴苏联，后来用英文写出《发信菱形天线》，成为当时

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李强回国后开创了新中国的无线电通

信事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在艰苦环境下，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

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

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风

语者”的坚持，1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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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

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

密切的……也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自研设备攀高峰，绝密电台立奇功。诞生于上海的党中央第

一座秘密电台，开创了党的通信史上四个第一——党的第一座无

线电台诞生地、党的第一次远距离无线电密码通信实现地、党的第

一套（批）无线电通信密码创编地、党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与机要

人才自主培训地，它创造了红色电波的奇迹，镌刻了广大无线电密

码通信人员的忠诚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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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年题词：“你们是科

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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