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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明教授谈李强广播卓越贡献 

作者：庞亮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观察中心  

 

  今年9月26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中央广播事业局首任局长、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

员(院士)李强同志的百年诞辰，从1952年他转到外贸部门工作后，广电系统的人们对他的印象已逐渐淡忘。为

缅怀李强同志的光辉业绩，笔者日前走访了曾经访问过李强同志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

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请他谈谈李强同志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对无线电和广播事业的重大贡献。 

  问：您从事广播史教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特别是对早期广播史做过比较详尽的调查，访问过许多老广播，

是否访问过李强同志?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李强同志的生平么? 

  答：是的，我曾经访问过李强同志。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1971年2月的事情。当时，主要是为

了调查了解关于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早期的一些情况。后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与他有过几次接触，

并多次邀请他参加广播电视系统的有关活动，都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 

  李强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20岁那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5月
就担任了中央军委特科第四科科长，1929年自制成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1931年被派往苏联。

1937年底他回到延安，改行搞了10年的兵工，先后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局长，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

长、军委三局副局长、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7年12月李强出任中央军委通讯总局副局长，指挥了设在

河北井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大功率发射机和天线的建设，1949年春领导接收了南京、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广

播和电信事业，6月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首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1952年根据

工作需要，中央调他到外贸部门工作，后任外贸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1996年9月29日病逝。在革命的前

半生，李强为我国无线电和广播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9月26日是李强同志的百年诞辰，所以你的这次访问很及时，也很必要。近几年，我们对李强同志的

研究开展得很不错。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了紫丁同志著的《李强传》，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李强同志的

主要经历和业绩。我在2004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也对李强同志的生平和贡献做了重点介绍。

总之，在李强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深刻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对做好当前广播电视事业的各项改革与发展也有

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问：您认为李强同志对我党的无线电通信及广播事业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答：我认为李强同志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我党第一部秘密收发报机的研制者。 

  大家知道，我国的广播事业源于无线广播，即利用无线电通信技术发展起来的语言广播。早在清末，近代

无线电通信技术就传入我国，但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历代反动统治者严密控制下，并未大范围的普及。11927年
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久从武汉迁至上海，当时全国的无线电

通信完全被国民党当局控制。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

行动和交通四个科，李强任第四科即交通科科长，主要承担秘密交通联络，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1928
年起又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后来交通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20多岁的李强实际上成为我党无线电台

最早的负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李强是工科出身，这年10月，刚开完“六大”的周

恩来一回国就把研制发报机、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交给了他。此时，曾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

从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留在国民党军用电台实习，抄送了两本军用密电码交给了特科。这样，李强和张沈川

一个研制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成为中共无线电台的创始人。1929年秋天，他俩成功安装了一部50瓦的

无线电收发报机，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练习通报，还抄收美国旧金山和苏联伯力等地的新闻电码。中共终于在

敌人严密封锁下的上海建立起第一部秘密电台。电台使用的密码是由周恩来编制的。 

  中共“六大”以后，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逐步恢复，红色区域也不断扩大。为加强与南方局根据地的联

络，中央迫切需要在香港建立电台，李强又承担了这个任务。1930年1月初，沪港两台实现通报，迎来了中共

通信工作的新局面。6月，中央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名义，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由李强主持并兼

机务教员，张沈川负责报务教学，但不幸在12月遭到敌人破坏，张沈川等人被捕。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

给上海党中央造成巨大损失，早期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被迫转往苏区。6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强赴苏联开

始了六年的苏联生活。李强和战友们用勇气与智慧创建了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为中共无线电通信及广播事业

立下了奠基之功。 

  第二、在苏联，他成为著名的无线电专家。 

  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但恰好刚出版的《李强传》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在苏联期间工作和贡献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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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苏联，李强第一次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500千瓦无线电台。1932年至1934年，李强被派到共产国

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1937年，李强从通信科学院又回到共产国

际授课。在认真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李强刻苦钻研无线电业务，经常去通信科学院的阅览室，了解西方特别

是英美两国无线电技术的最新信息。很偶然，他注意到一份英文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制造出发信菱形天线

的报道。这种天线由美国贝尔实验室设计，后来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被广泛运用。美国科学家

布鲁斯在论文中讲到发信菱形天线的计算方法，但却忽略了计算天线上由辐射所引起的电波衰减，使计算方法

显得不够严密。 

  于是李强就决定用数学分析法完成对发信菱形天线的论证。一年后，他写出了英文研究论文《发信菱形天

线》，用大量的计算公式肯定了行波不辐射与菱形天线的行波辐射并不矛盾;确定了菱形天线的行波为“类行

波”，并非真正的行波;推导出各种发射阻耗、电力增益、行波的衰减及辐射特性等的基本公式;证明了水平发射

形天线的方向特性和辐射电阻的计算方法。由于这种天线有非谐振性(非周期性)的特点，所以能使用宽广的波

带，包括日间和夜间的波长，而且不经过调配手段;此外，它还能供几部非整倍数波长发射机同时发射，不仅经

济合算，还能增加无线电路的业务容量。 

  1935年，乌克兰学者把《发信菱形天线》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无线电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久，苏联通

信科学院就把李强从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誉为“无线电专家”，成为当时苏联最著名的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

为表示对李强的敬意，苏联政府和科学界还特别将他的研究成果称为“李强公式”，李强的名字也收入苏联百

科词典。1951年，《发信菱形天线》正式在国内用中文出版。李强在前言中写道：“1935年到今天已十五年

了，十五年中，无线电技术飞跃猛进，但菱形天线与德律风根式天线成为今日远距离越洋短波通信中的主要

的、最有用的两种发射天线，其他形式的天线已逐渐淘汰。另外，今天虽则菱形天线应用如此广泛，但像本文

一类的理论文章还是不多，所以，还有价值把它译出来发表，以供研究天线的同志们参考。”2全书共五章，其

中数学公式和图形占到了90%以上的篇幅。 

  第三、他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34个旅，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此时，李强正以军委工矿委员

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军区的兵工生产和资源情况。后来，在西柏坡，刘少奇和

朱德向李强布置了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任务。 

  大家都知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春天撤出延安后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央转移。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它从延安到瓦窑堡，再到太行山麓的涉县，最后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附近。李强接受任务后的首要

工作就是勘察新台址，最后选定河北井陉县，当时播音室设在窟窿峰村，发射台选定建在天护村。李强领导制

定了天线建设方案，运用“李强公式”，使电波能够覆盖整个南京地区，成为我党无线电史上的一个创举。在

发射台建立前后的半年里，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巨大变化，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就歼灭了国民党的150
多万部队，一个个的捷报通过陕北台及时广播出去，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的广大军民，也震撼了世界。1949年
3月，陕北台随中央迁往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天护发射台改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转播台。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李强受命接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6月初，他来到上海，又承担了电信接管工

作。6月5日，廖承志和李强被任命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正、副处长，廖承志主持宣传工作，李强主持电台

与天线设备的制造。7月18日，李强进入北平。这时，廖承志已调往侨务办公室，中广处的工作由李强主持。

10月1日，李强领导完成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扩音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新

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同时还担任邮电部无线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随后，李强指挥建设了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外广播的发射台，其中251米的发射台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物，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40千周发射台。此时，由于中苏贸易谈判的急切需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决定调他到外贸部任副部

长，兼驻苏联商务参赞。李强离开了熟悉的广播事业，开始了更具挑战性的长达近30年的领导外贸工作的生

涯。 

  问：1952年李强同志已调往外贸部任职，后来怎么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了呢? 

  答：李强同志虽然很早就离开了广播系统，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为无线电和广播事业所做的贡献。

1955年，也就是他50岁那年，获得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就是咱

们今天所说的院士。当时，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172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李强是技术科学部36人中的一

位，也是仅有的两三名无线电专家之一。李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长之一，更是第一批院士中惟一的老资

格革命家。几十年来，不论是在白色恐怖，还是抗日烽火、解放战争中，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李强都能不

断地进行探索，新的发明和创造伴随了他的一生。从上海工人起义的军火，到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再到“李

强公式”和《发信菱形天线》一书，以及领导建设无线电广播发射台，这些成果奠定了李强作为党内科学家的

地位。在他身上，无产阶级革命家兼科技专家的双重身份一直很好地得到了统一。前几年，还有人在说广播电

视方面没有院士，其实看看历史就知道，院士早就有了。当然，从李强的身上，我们更应该看到，要成为一位

科学家或者说是院士，不仅要有实践的成果，更要有科学的理论建树，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说，李强同志的经历在今天也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问：您前面谈过，您曾与李强同志有过多次接触，您能具体谈谈李强同志离开广播系统后，还参与过广播

电视系统的哪些活动吗? 

  答：据我们所知，李强同志虽然离开了广播系统，但对广播电视系统却一直有着很深的情缘。刚才谈到的

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就是因为他在无线电和广播事业方面的贡献吧。后来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述》中还谈到，1956年他趁任驻苏联商务参赞期满回国的机会，再次向党中央表示了重新从事科学研究的愿

望。他的要求，得到了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的支持，并决定由他来筹建电子学研究所，同时兼任所

长。遗憾的是，由于外贸工作的需要，他未能如愿以偿。 

  我还记得第一次访问他是在1971年的2月，那时我正参加中央广播局筹备延安广播展览的工作。我到东长

安街的外贸部办公室拜访他，向他提交了访问提纲，主要请他谈谈领导建设天护发射台的情况。当时正是“文

 



革”期间，他是为数不多坚持在领导岗位的老革命，工作繁忙可想而知。当时我们还征集到吴展、卢克勤等人

写的回忆李强同志领导建设天护发射台的文章和当年拍摄的天护台的照片。在这之后，1980年的12月和1986
年的6月，李老应邀分别参加了中央广播局召开的人民广播创办40周年座谈会和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的解放区

广播史讨论会。七八十岁高龄的李强同志在两次座谈会上都作了简短却又含义深刻的发言，给我和与会的同志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结合自己从事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涯，强调要用自力更生的精神来搞建设，特别提

出要重视和关怀本国的知识分子，给科研人员创造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使我受到鼓舞的是，他在

发言中建议组织班子写写广播的历史。事后，我整理了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刊登在《北京广播学

院学报》上。为使他了解开会的背景，有一次，我还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台长杨兆麟同志专门到李老的住处

拜访他。80岁高龄的李老十分健谈，对往事记忆犹新。最巧的一次是我到前面提到的另一位无线电早期创始人

张沈川同志家中访问时，刚好李老也在他家。两位老战友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早期的党史和无线电史的有关问

题。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老是1990年12月28日，当时我参与筹备举办纪念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

办50周年大会。当天上午我在全国政协礼堂门口负责接待几位包括李老在内的老同志，看到李老走下汽车，我

急忙过去搀扶，引导他到休息室坐下，并向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同志作了介绍。李老那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西

装笔挺，精神矍铄，是与会来宾中最年长的一位。1994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庆祝建校40周
年之际，年近九旬的李老亲笔题词赞誉广播学院是“中国广播电视人才的摇篮”。 

  1996年10月3日，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李老病逝的消息，几天后，又看到了向李老遗体告别的消息和

对他革命一生的介绍。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两份消息剪贴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每当我上课讲到我党的

早期无线电史和广播史时总要向同学们介绍李老创业的光辉事迹。今天，在李老诞辰百年之际，《李强传》的

出版，使我再次重温了李老传奇的革命生涯，倍感欣慰。总的来说，李强同志在革命的一生中处处能展现出对

党无比忠贞的信念，对革命事业无比执着的追求，也正因如此，他才能既成为革命家，也成为科学家，这也是

今天我们要从他身上汲取和发扬的最本质的东西吧! 

  注释： 

  1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3—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2转引自紫丁著《李强传》第9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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