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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1910-1949），革命烈士。李白，原名李华初，化

名李霞、李静安，湖南浏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过秋收起义。1931 年，应党组织安排到红军总部学习无线

电报务，毕业后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1934 年

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 年调任红四军电台台长。1937

年“八·一三”后，党中央派遣李白到上海从事秘密电讯工

作，向延安传递军政情报，保证上海地下党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工作中，李白呕心沥血，无私无畏，先后两次被日本宪兵

和国民党特务逮捕，饱受酷刑和利诱却坚贞不移，最后经党

组织的全力营救脱离虎口。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不幸第

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在暴行面前，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1949年 5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

年仅 39 岁。

1910 年 5 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0 年 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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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1931 年 6 月由第四军调到瑞金，

参加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任班长及

党支部委员。结业后，先后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

委、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

1934 年，跟随红军参加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发出

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红军长征的漫漫长途中，李白

和他无线电队战友们，白天跟着队伍行军负重前行，晚上收

发情报继续工作，在敌人的炮火中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人在

电台在”的革命誓言。李白对战友说：“电台是全军团几千

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

命。”“电台重于生命”，后来不仅成为整支无线电队的响亮

口号，更是一支特殊队伍在雪山和草地上表现出来的不朽精

神。

1937 年 10 月，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从事

党的秘密电台的工作。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成群、环境极

其险恶的上海，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

联络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1939 年，工作环境更加险恶，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

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开展工作。两人在

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1940 年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为

夫妻，成为秘密斗争之家。

1942 年 9 月，秘密电台被日寇侦测到，李白被逮捕，遭

受种种酷刑，还把裘慧英押到审讯房间，让她看李白坐“老

虎凳”、受电刑。李白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咬紧

牙关，严守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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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5 月，李白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组织担心日本

人是“放长线钓鱼”，决定把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

入国民党设在浙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让他利用该所的电台

为党工作。从此，李白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的

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公开的身份，为我党秘

密传送日军、伪军、蒋军方面的情报。李白带着电台过淳安

时，藏在箩筐里的发报机被查获，他第二次陷入了魔掌。日

本人把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给他灌辣椒水，用老虎钳

子拔去他的指甲，李白始终坚持说自己的电台是私人商用的，

是为生意人发报。后经党组织的营救，李白又一次脱离虎口。

1945 年 10 月，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人来浙江征求李

白的意见：“可以去新四军根据地，也可回上海。”李白坚决

要求到上海继续坚守地下电台。组织上担心他的身体，他说：

“我年纪轻，受点刑没什么。”“敌人拔去了我的手指甲，但

我还可以用这双手为组织工作。”

1946 年，李白偕同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住进黄渡路

107 弄 6 号。他白天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作掩护，

晚上用秘密电台与中央进行通信联系。1947 年上半年，国际

问题研究所撤销，为避免敌人怀疑，也为减轻组织的经济负

担，李白凭借掌握的无线电技术，获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

管理处电气设备修理工的公开工作，搬到 107 弄 15 号继续

进行地下工作。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他每天一早出门，

傍晚才能回家。深夜，又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通报。

1947 年，内战全面爆发，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情报人员获

取的军事情报数量不断增加，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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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火急”的密电通过李白发往军委三局。这一时期，敌人对

电台的侦测也不断加强，李白的危险日益增加。一天深夜，

李白正在发电报，突然停电，联络中断；过了几分钟，电来

了，他接着工作；不久，又停电几分钟，然后再来电。李白

心头一惊：这是敌人在用分区停电的方式，侦测地下电台的

具体位置，显然自己电台的大致位置已经被敌人“锁住”。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一方面把情况报告给组织，并提出万一

自己被捕，就启动备用电台(他抓紧组装了一部备用电台，

进入调测阶段);另一方面坚持发报联络，把后方急需的国民

党军的部署序列、海军舰艇驻地、汤恩伯的江防计划等重要

情报发往西柏坡。

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李白在发出重要情报——国民

党军队长江布防图时，国民党淞沪司令部稽查处人员突然包

围了李白家一带，两点半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裘慧英感到情

况紧急，催李白快收电台。李白停了一下，马上又埋头工作，

发完最后一段电码，并给远方的战友发出了告警信号，在销

毁电文底稿和密码后被敌人逮捕。这份情报对四个月后解放

军发动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防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捕后，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和各种酷刑的逼供，李白

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1949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解

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

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年仅 39 岁。

李白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

时写给妻子的信，也是他生平写的最后一封信件。



5

慧英:

本月廿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

警察局看守所寄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

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

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

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罗白干或可

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

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

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

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 字

四月十二晚

李白烈士是我党最早的无线电台工作者，长期战斗在秘

密战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

是我党隐蔽战线上英雄、通信战线的楷模，李白烈士的雕像

如今就坐落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内，体现着红色通信精神与

力量在北邮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