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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

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

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的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

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

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

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程宇一 曹明敏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诤

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报。

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顶，提升

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

民党军队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

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时，

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要方向，王

诤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

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信息。王诤熟悉国

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

法，因而能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

名，进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

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

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

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红军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

力量相对薄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

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军

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

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

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

藩部的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无线电

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取

得了通信联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

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

村开幕。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

诤、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

缴获的那部100瓦的电台进行文字广播。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

开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

早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

社”（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

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

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

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向全国人民传播了

胜利的佳音。

摘自《中国国防报》

1938年初春，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乍暖还

寒，春寒料峭，一天，国民党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一次

抗战形势座谈会，出席者都是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

里的社会名流，当时导演、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洪深正在武汉演出抗战戏剧《飞将军》，是写

抗日空军的戏，此戏激励了很多空军将士奋勇杀敌，

血洒蓝天。因此，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负责人，他

和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金山也应邀出席。

当时抗战的形势不明，但不容乐观。很多人对

抗战是持悲观态度的，尤其是参加座谈会的国民党

副总裁汪精卫，大会邀请他发言，他先说了一通什么

形势吃紧之类的乱七八糟的话，又说当前抗战形势

怎么怎么危险，多地都要沦陷，盲目抗战只会带来更

大的牺牲！作为国民党副主席、副总裁，这汪精卫的

讲话简直就是说别抗战了，投降吧。

一听到副总裁这样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傻

了，但是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高官，因此大家敢怒

不敢言，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我

对汪主席的讲话有意见！大家的目光定格在一个

学者模样的人身上，这个站起来怒怼汪精卫的人就

是洪深。

洪深以演说家的姿态驳斥了汪精卫的亡国论调。

并且他逐一批驳，有理有据，把汪精卫的观点批得体无

完肤。洪深不但是导演，还是戏剧演员，他的口才是不

容置疑的，他一边批驳，一边激励，把在场的观众听得热

血沸腾，抗日的热血开始燃烧，参加座谈会的人抗日热

情都被点燃了，大家高呼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汪

精卫一行一看形势不妙，赶紧溜走。

洪深的风采深深感染了在场的群众，大家纷纷

跑过来和他握手致意。主持人一看场面已不可控

制，只好仓促宣布散会，金山唯恐洪深因得罪汪精卫

而出事，赶紧拉着他回到演出队驻地。

刘兴尧 据《人民政协报》

洪深怒斥汪精卫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

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

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

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

指挥。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

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

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

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

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

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

络。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

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

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

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 1月3日，

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建

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

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

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

房”，王诤等人对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试机。此

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

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

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

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

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

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

个无线电队，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

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

线电队的力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

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

电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

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

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

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

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

密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

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

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

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

何人拿走电键！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用原国民党

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

电台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 1月

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

令》，在江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毛泽东、

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

告、上政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梁，

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朱德则勉励

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

时，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

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

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4个

月里，王诤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机务，还用木块、铁

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

供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封锁，生产

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

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

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

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

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直到长征前

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

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对以后

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围剿”中露头角

白手起家育人才

1930年12月，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