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人物之一秦鸿钧是沂南人

徒步东北找党，上海设立秘密电台
人物小档案

秦鸿钧(1911年-1949年)

山东省沂南县人，192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沂南
地区主要领导者之一。1933年
遭到反动武装搜捕，脱险后辗
转赴东北，1936年被党组织派
往苏联学习电台技术，1937年
学成回国。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在
上海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情
报。1949年3月17日深夜，电台
被敌特破获。秦鸿钧被捕后，
1949年5月7日被杀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放电影在农村还是稀罕事，
但是当火热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沂南县辛集镇轮
流播放时，放映员总要绕开世和庄村，片中主角“李

侠”原型之一，就是成长在这个村的革命烈士秦鸿钧，人们不愿
他的家人看到荧幕上的受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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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追捕出走他乡
寻找党组织

红色是沂蒙底色，也是秦鸿
钧的追寻。秦鸿钧原名秦相猷，
后人推测，“鸿钧”一名源于“红
军”谐音。1927年，当时的沂水南
乡一带，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发起
农民运动。红军在那个时代是一
面旗帜，时年16岁的秦鸿钧也投
入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

相关史料记载，在当地党组
织负责人徐相南、邵德孚等感
召、介绍下，1927年秦鸿钧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当地党组织
骨干成员。参与组织莒沂两县农
民暴动失败后，秦鸿钧等人被捕
入狱，后因反动派没完全掌握到
这次暴动的组织领导构架，秦鸿
钧被家人变卖财产赎出。

1933年7月，中共沂水县委
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当地共产党
员先后被捕。反动武装前往世和
庄村抓捕还未进村时，被秦鸿钧
的一位亲属察觉，秦鸿钧得到预
警后侥幸逃脱。

出逃时形势紧迫，秦鸿钧除
了身上衣服其他啥也没带。他先
到外村妹妹家要了点钱，然后逃
往青岛寻找党组织。在青岛听说
同在老家参加革命的贺百珍，已
经在哈尔滨落脚，他又转道大连
到东北寻找党组织。

没人能说清前往东北寻找
党组织途中，秦鸿钧受过怎样的
苦难。他在沂南的家人，只听去
过青岛的同乡说“一路要饭过去
的”，有同乡描述在青岛见到秦
鸿钧时“蓬头垢面”“鞋子露着脚
指头”。对于沂南的亲人，秦鸿钧
的音讯就此中断。

后人推测，只身前往东北寻
找党组织期间，秦鸿钧改用了这
个新名。

红色电波
在白区长空传播

沂南县县志编辑科科长徐
庆芳的老家与世和庄相邻，年
少时他就听说隔壁村有一名

“搞地下电台”的烈士牺牲在上
海，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原型人物之一。

进入县志部门从事史料搜
集工作后，徐庆芳在1994年第一

次正式接触到关于秦鸿钧的资
料。老家地理位置上的情感临
近，再加上从事县志编纂工作属
性，徐庆芳格外留意对秦鸿钧烈
士的资料收集整理。

据其介绍，通过贺百珍介
绍，秦鸿钧在哈尔滨与党组织恢
复了联系。1936年底，他受党组
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
术。1937年秦鸿钧学成回国后，
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派他到上
海建立秘密电台，与第三国际远
东局建立情报通讯联系。在这期
间，为了隐蔽工作需要，党组织
让他在上海组建家庭。

正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还原的场景，秦鸿钧置身
白区，在新家庭、新身份的掩护
下，通过电波沟通大江南北，将
一份份重要情报传递到党组织
手中。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党组
织架设在上海的另一部秘密电台
遭到破坏，负责人李白被捕。当时
正值渡江战役前夕，李白被捕后，
秦鸿钧的电台承担起更多渡江战
役准备等情报传递工作。

不幸的是，频繁电台联络被
敌人察觉。1949年3月17日深夜
11时，秦鸿钧正在全神贯注发
报，敌特锁定其位置后上门抓
捕。秦鸿钧在阁楼电台室接到妻
子韩慧如从楼下发出的警报，急
迫发出最后一组电码后毁掉电
台、密电稿，随即被蜂拥而入的
敌特抓住。

上海解放前20天
被反动派枪杀

1949年5月7日夜晚，秦鸿钧
与李白、张困斋等11位共产党员
遭到集体枪杀。在英雄赴难的上
海浦东戚家庙，附近居民听到，
那一晚刑场上空响起勇士们高
唱的《国际歌》。让人惋惜的是，
英雄赴难的日子离上海解放只
剩20天。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
是陈毅元帅饱含深情的诗句，是
对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
命先烈的深深缅怀。在上海解放
前夕同时牺牲的秦鸿钧、李白、
张困斋等3人，被后世称为“秘密
电台三杰”。

1958年，李克农上将情牵英
灵，提议以李白等烈士为原型，

创作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英
雄人物的影片。随即，以李白、秦
鸿钧、张困斋等3人为原型的《永
不消逝的电波》提上日程。

秦鸿钧遭到追捕离开沂南
老家时，在沂南已经成婚。出走
后家里只剩他的母亲和妻子照
顾孩子，曾有当年目睹其生活
状况的村民回忆：“破屋下雨漏
水，两个小脚女人在屋里往外
舀水，娃娃坐在院子被雷声吓
得哇哇哭。”

秦鸿钧被捕，他在上海的妻
子韩慧如一同入狱。解放上海的
战斗打响后，韩慧如和狱友暴动
脱险。新中国成立后，她辗转联
系上沂南县有关部门，寻找秦鸿
钧在老家的亲人。

“我父亲去了上海相认，之
后几乎每年都过去给爷爷扫
墓。”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在沂南县税务局见到了在
这里工作的秦鸿钧之孙秦晓东。
据其介绍，家人们通过韩慧如的
介绍，了解到更多关于秦鸿钧的
生前事迹。

在老家栽下的松树
如今茁壮生长

“上小学之前就听周围人说
《永不消逝的电波》演的是爷爷，
那时候自己太小，没啥感觉，甚
至有点排斥别人指指点点，长大
些之后明白了革命、烈士的含
义，感觉到这是一份荣光，但是
从亲情的角度也有遗憾，特别是
爷爷离家时父亲和姑姑年龄小，
对爷爷没有一点印象。”秦晓东
说，爷爷秦鸿钧离家后，奶奶也
入党从事革命工作，父亲也是很
年轻就入了党，正是因为爷爷是
烈士这层原因，家里对子女后代
的教育比较严格，要求孩子们食
不言睡不语、站有站相、坐有坐
相，工作上要勤快敬业、多干活
不怕吃苦。

1928年，秦鸿钧与贺百珍在
老家龙王庙前一棵老槐树下，召
集会议成立世和庄村农民协会
时，栽下一棵松树作为纪念。如
今，老槐树树干已经腐朽，那棵
松树从老槐树的根部茁壮生长，
正如秦鸿钧以命相许的革命事
业。这棵“槐抱松”，成为秦鸿钧
留给家乡人为数不多还能看得
到的念想。

山东高速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

山东省在城乡片区综合开发的专业化集

团公司，公司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围绕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八

大发展战略”，聚焦“新旧动能功能转换十

强产业”，以“城乡片区综合开发”为基本

手段，从策划、规划、设计、投资、建造、开

发、运营等方面为地方政府民生事业提供

一揽子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现根据发展需要，拟在省内各地市设

立办事处，招聘负责人。应聘人员应政治

素质好，具有较强的拓展项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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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对秦鸿钧的事迹介绍。

▲ 上 海 解 放

后，人们安葬“电台

三烈士”。

秦鸿钧生前

用过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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