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 年 12 月 30 日，毕
业于黄埔军校六期的王诤参
加中央红军，随后被任命为红
军第一任无线电队队长、总队
长。那时，中央红军逐步意识
到无线电通信在军事斗争中
的重要性，开始注重通过夺取
敌人装备和改造敌方技术人
员来发展红军自己的无线电
力量。1932年 12月 1 日，在
王诤的提议下，时任红军总政
委的周恩来签署命令，重金聘
请白区的工程师和无线电技
术人员，承诺每人每月薪金在
20到 50块大洋不等。在中央
红军军费极其紧张，毛泽东、
朱德等中央领导每月津贴只
有 2 块大洋的情况下，20 到
50块大洋的月薪在当时简直
就是“天文数字”。

由于敌人层层封锁，红军
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

机、纸张等奇缺，直接影响到
通讯工作。于是王诤利用手头
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
自制电台维修的零配件，还修
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
型发电机，数次破译敌人的机
密情报，为第二、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
年中央苏区庆祝红军成立纪
念日时，鉴于王诤在历次反
“围剿”中所建立的特殊功勋，
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勋章。

1935年 3月，四渡赤水战
役后，红军向云南挺进。为摆
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经常
一天强行军 100公里以上。王
诤虽然配有马匹，但他从不乘
骑，要么运载通讯器材，要么
给生病的报务员使用。就在行
军途中，王诤不幸患上了疟
疾，身体忽冷忽热，非常虚弱，
但他仍然咬牙坚持行军。部队

强行军到云南曲靖附近时，突
遭国民党飞机空袭。空袭过后，
部队接着急行军，走出几公里
后，警卫员突然发现王诤不见
了，马上返回寻找，但一直也没
找到。军委三局的人非常紧张，
因为王诤当时总管全军的无线
电通讯和侦查工作，可以说身
系全军机密，事关全军安危。他
们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也
非常着急，当即决定派一个警
卫排寻找。战士们忙碌一夜，人
还是没有找到，就在大家心情
沉重地返回宿营地时，周恩来
拿着一封电报高兴地招呼大
家：没事了，没事了，一军团一
师来电报了，王诤在他们那里。
原来，空袭时王诤因为身体虚
弱被冲击波震晕了，等他苏醒
过来已是黄昏。他急匆匆追赶
部队，直到半夜才赶上一军团
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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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10月，一支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
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
名字：长征。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
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
光芒。而在长征路上，有一位武进人，百折不挠寻觅着缥缈的电
磁波，矢志不移砺就人民军队的锋锷，他就是人民解放军无线电
通信事业的创始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杰出领导者王诤。

□ 陆汉伟

拓荒探索 迎难而上

1935 年 12 月，为反对
张国焘分裂主义，中央急需
和红二、红六军团 （以下简
称二六军团） 取得联系。周
恩来要求王诤亲自上机，尽
快完成任务。早在 8 月份，
军委和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
系就中断了。经过这几个月，
呼号、波长是否变化？原来
的呼号对方是否认为是冒充？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
王诤深知事关重大，衣不解
带，日夜收听，经过半个月
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一个
熟悉的发报手法。王诤马上
插入呼叫，引起对方报务员

的怀疑，对方问：“你是何
台？”王诤回答：“我是王
诤，奉命与你们联系，请台
长上机，有重要事情谈。”据
新中国成立后曾接替王诤担
任通信兵主任的江文将军回
忆，他当时担任二六军团的
电台政委，因为王诤是他无
线电培训班老师，彼此之间
了解对方的发报手法和频率，
所以很快建立信任。而且王
诤亲自上机，一定事关重大，
因此十分配合，很快恢复了
和中央的直接联络。恢复联
系后，中央决定二六军团使
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的称号，一、二方面军紧密
团结，对彻底战胜张国焘分
裂主义行径具有重大意义。

西安事变之后，王诤先
后选派上百名在报务、机务
方面都很优秀的得力干部到
蒋管区、日占区建立秘密电
台，甚至在当时的山东军阀、
桂系军阀身边，都有我党的
秘密电台。他们在敌人的眼
皮底下安装电台、天线，快
收快发，以各种身份完成特
殊任务，创造了“永不消逝
的电波”这一谍战奇迹。

1940 年春，王铮负责筹
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他亲
自带有关人员考察地形，选
择台址，最后确定
在延安西北 15 公
里处的王皮湾村。
他带领技术人员经
过反复试验、改
进，延安新华广播
电台正式开通，我
党的政策主张也通
过电台传遍了全中
国、全世界！

勇担重任 屡建奇功

1973年初，周恩来把时
任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叫到中
南海西花厅，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
送给他的一张通信卫星地球
站的照片。周恩来说，我们
的人造卫星过几年就能上天
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地球
站，我们的卫星就只能吊在
半空中，不能使用。我们三
年内能不能把自己的地球站
造出来？王诤当场表示，三
年之内，一定拿出自制的卫
星地球站。

1973年三四月份，王诤
回江苏考察，走遍了几乎所有
的电子企业和研究所。他白天
走访，晚上向专家请教技术问
题，经常工作到半夜。据王诤
秘书李尔炳少将回忆，自己很
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劝他休
息，并用列宁“不会休息就不
会工作”这句话劝王诤，但是
王诤却说“我从来不会工作”，
弄得秘书哭笑不得。

为了完成自己的承诺，
王诤殚精竭虑、废寝忘食。
1975 年 12 月，王诤带着试

制成功的国产卫星通信地球
站照片到 305医院向周恩来
报喜，照片的背面写着：第
一，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元器
件，全部国产化。第二，成
功接收到位于印度洋上空、
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国际
IV 号卫星的信号，图象清
晰，色彩协调，伴音清楚。
第三，接收到 24 路电话信
号。1975年 12月 26日，南
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祝
捷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第一
座卫星通信地球站试制成功。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卫星通信领域成功立于世
界高科技之林。

1978 年 8 月，病榻上
的王诤虽已不似往日那般神
采奕奕，却依然牵挂着自己
信仰了一生的事业，病重的
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最后一
个报告，还嘱托同事们继续
建设好党的电子工业。“革
命理想高于天”，王诤将军用
一生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永
不消逝的电波之歌、永不动
摇的信仰之曲。

临危受命 坚守承诺

作者简介：陆汉伟，常州市王诤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秘书长。

王诤（左）和战友在延安

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