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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后，谁最早帮党中央恢复外界联系
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

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如
何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成为当务
之急。那么，党中央是如何与共产
国际恢复联系的？

首先联系上宋庆龄的电台

1935 年 11 月中旬，共产国际
派遣的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不
久，中共中央就与上海的宋庆龄建
立了电讯联络。但由于当年极其严
格的保密原因，时任中共中央机要
科副科长刘三源误以为他们与“莫
斯科”电台取得了联系。刘三源回
忆说：为了尽快与苏联取得电讯联
系，用张浩带来的电台呼号和密码，
经过一两天的呼叫，很快就与“莫斯
科电台”联系上了。由此推算，联系
上的具体时间当在11月下旬。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
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
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
系，这是大胜利。”对此，西安事变
时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
1936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
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
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
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可见，中共中央是在与宋庆龄沟
通之后才联络到上海局的。此
后，上海局就经常使用宋庆龄的
电台与陕北联系。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
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
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
海局还没有建立电台，冯雪峰显
然已经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

“打通”共产国际。
再看当年宋庆龄电台成员路

易·艾黎的回忆：中央红军抵达陕
北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
到外部世界的信息”。艾黎所回
忆的时间也正是 1935 年 11月下
旬至12月上旬，完全对应前述中
共中央与宋庆龄电台建立联络的
时间。可见刘三源以为的“莫斯
科”电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派
出电台，也就是宋庆龄的电台。

次年6月直接联络共产国际

为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
台联络，1935年12月23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事战略
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将在 1936
年 2 月至 7 月的东征期间需要实
现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山
西“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

1936年5月30日，毛泽东电
告彭德怀：“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
快要成功。”同年 6 月 25 日，共产
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写
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比较详
细地说明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
电讯联络恢复的过程：“到 1936

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
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
的讯号，这种讯号是他们1934年红
军使用过的。6月7日，伊尔库茨克
电台又收听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
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

“直到6月8日和9日又收到两封电
报，一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表示
了对恢复联系的高兴，另一封说老
的密码都已经遗失。”

6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
出，不久当有回电。”7 月 2 日，中央
收到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 张闻
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至
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才真正建
立了电台的直接联络。

宋庆龄立即援助陕北根据地

陕北与上海的电讯联络建立
后，宋庆龄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援
助行动。

其一，当时宋庆龄采取的第一
项行动是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电台。

其二，派遣董健吾。国民党要
求谈判的信息，是经宋庆龄的努力
送到陕北的。1936年1月，牧师董
健吾应邀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
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
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

其三，派遣斯诺与马海德。当
年宋庆龄电台的成员艾黎说：“当
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
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
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
大夫一起作这次冒险的旅行。”

其四，运送重要物资。艾黎
说：“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
会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
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
地区去。”

其五，她的电台成为苏联与陕
北的重要中转站。张闻天1936年
12 月向莫斯科催款时就在电报中
询问王明：“你们答应11月底在沪
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是否交给
了孙夫人？”至于西安事变中宋庆
龄的电台所起的重要中转作用更
是众所周知。（摘编自《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