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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时期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研究

唐可 孟彦彤 董国涛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1149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后，在日军疯狂扫荡和封锁下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

立过程，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建立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

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对于当前社会的启示。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起到传递情报和物资，转移人

员以及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宣传等重要作用，对北平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其经验对于面对国内

国际复杂局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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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3 月中央社会部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

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由此奠

定了隐蔽战争在我军的重要地位，也成为我军

在敌后战场斗争的主要方式。

1 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秘密交通工作，早在

1925 年《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

文件就指出：交通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

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

死”。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日军对

于北平郊区及周边地区加强封锁与扫荡，企图

切断根据地与中央的联系，此时根据中央洛川

会议精神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确定北平党组

织今后工作的方向，即“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

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

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

平津。”
[1]
为了保持北平城内与平郊抗日根据

地之间以及平郊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和中央

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冀察分局

先后派遣精干人员到北平地区组成党内秘密

交通网络。

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传递情报主要靠两种

方式：一是通过无线电台远程发送情报，二是

建立秘密交通线传递文字、实物或者口头情报。

一般除非时效性强的重要情报会使用电台传

递，其他情报和党的指示都是由交通线的交通

员传递。这是因为当时电台属于军事物资不好

购买，黄浩情报组要组装一个无线电台，光游

击采购无线电器材就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且日

军可通过电台信号定位造成发报员的危险，不

利于交通员隐藏，因此组建安全可靠的情报线

是必不可少的。

全民族抗战时期北平党内秘密交通线最

早是在 1939 年初由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

领导建立的，后划归冀热察区党委领导。为了

保证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加强党对城

市工作的领导，冀热察区党委在平西根据地与

平津之间设立了 4条秘密交通线。分别是北平

-妙峰山(今属门头沟区)-田家庄(今属门头沟

区);北平-镇边城(今属河北省怀来县);天津-

北平-松林店(今属河北省涿州)-张坊(今属房

山区)-平西；北平-三家店(今属门头沟区)-

平西。

1941 年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委在阜平成

立，由于社会部和城工部一直混用情报线，为

了确保安全以及适应新增的工作需要，晋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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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城工委新开辟 4 条从平津地区到阜平的

秘密交通线，分别是平津-定县-曲阳县-辘转

沟-阜平；平津-保定-蛮子营-西柏山-支锅石-

阜平；北平-张坊-板城-马头-梁各庄-易县城-

易上以及平津-高碑店-定兴-北河火车站-东

栅上-易上；北平-望都火车站-白洋淀。此外，

1945 年 1 月，中共平西地委派高致民加强通

往北平城的秘密交通线工作，他新开辟 3 条路

线从妙峰山至北平，分别是妙峰山-温泉-颐和

园-西直门；妙峰山-陇各庄-三家店-西直门；

妙峰山-羊坊-沙河-西直门。

围绕交通线工作的有三种类型的交通员，

分别是专职的秘密交通员，他们是不脱产的农

民；武装交通员，他们是脱产干部，配备枪支

和手榴弹；农民交通员，他们不脱产也不是专

职，只是根据具体情况完成一些具体任务。武

装交通员一般在固定区域活动但无固定住所，

专职交通员一般是当地威望较高的人，具有强

号召力，有时从根据地来的“客人”来不及转

移就会住到他们家里，有时我党地下情报人员

到村里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也会住到他们家里。

2 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的作用

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也有战略防御，既

要有打入的智慧，又要有转移的勇气。全民族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市的地下交通线对于我党

了解北平日军动向确立抗日政策，宣传抗日动

员青年进步人士参军，以及输送人才药品等工

作都发挥重要作用。

2.1 传递情报和关键物资支援前线

秘密交通线首要任务是传递党内秘密文

件和各种信息情报。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文

件、党内的有关会议文件及其他有关敌人的政

治、军事等情报信息和党内学习文件等，均由

秘密交通员通过交通线传递。

我党秘密交通员何中洲、梁宏宽曾先后多

次由总部秘密带来油印本的党内学习文件，包

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供北平地下党员学习，以提

高政治思想水平，同时也作为宣传资料。在敌

人封锁检查日益严格的情况下，“交通员把书

揉碎，铺在大棉袄的棉絮中”
[2]
才将这些学习

文件带到北平，在黑暗的斗争中为党员们提供

光明的方向。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白热化，日军对于根

据地的封锁日渐严密，药品和手术工具等成为

稀缺物资，因受伤后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使我前

线将士的损失率激增，党中央希望利用交通员

的掩护身份购置药品通过秘密交通线运送回

根据地。

北平地区平西站通过我党地下情报人员

黄浩的掩护身份，即新街口福音堂的长老、崇

慈小学校长等，接触法国医生贝熙业，带他投

入我国反法西斯斗争中，通过“驼峰航线”帮

助我党秘密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材。总书记高度

肯定贝熙业医生的贡献，2014 年在巴黎出席

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

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

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药品运往中国抗日

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2.2 转移紧缺人才建设根据地

北平城工委成立后就开始积极联络和吸

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敌后战场的抗日工

作，为战略反攻做好人才储备。截止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北平地下党组织已先后向根据

地数百人，这些人既包括燕京大学等知名学校

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进步教授，

如张东荪、蓝公武、翁独健等，也包括同情中

国人民的外国教授，如美国的夏仁德、英国的

林迈可等人。

我党平西站地下党员萧芳，是燕京大学物

理系学生，负责我党在妙峰山一带几个交通联

络站的工作。在得知根据地建设急需各类人才

后，经查证认为可将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迈

可作为发展对象。林迈可是燕京大学英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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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同时精通无线电技术，同情中国人民，

愿意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林迈可教授借助英籍

的特殊身份，积极为我党根据地购买西药及无

线电零部件等紧缺物资，并利用自己的摩托车

及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进行运送。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抓捕包括林

迈可教授夫妇在内的反对日本的外籍人员，8

日上午，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夫妇和班威

廉夫妇，通过妙峰山交通线进入解放区。

在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他与游击区的战

士一起同甘共苦，与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结下

深厚友情，他利用自身无线电知识，通过战士

缴获的日本电台零部件改装无线电收发报机，

为我党培养大批报务人员。1944 年 5 月，林

迈可教授到达延安，他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为延

安树立天线，并设计组建了一台一千瓦的发射

机，8月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

声音”，让世界收到了来自中国延安的广播。

2.3 在敌后做抗日宣传加强统一战线建

设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北平城工委按

照中央的十六字方针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

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3]
，从根据地挑选

一批在北平有社会关系的党员干部派回城里

开展工作。

根据十六字方针指示，地下党员在敌后战

场的村庄、学校和工厂等地以口头宣传和秘密

传阅进步书刊的方式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事迹，

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
[4]
。随着党的

工作不断深入，投身抗日的群众越来越多。地

下党先后从北平城内输送了数百人到根据地

参加抗日工作，包括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

安、教师崔毓麟、辅仁大学教授王西徵、北平

师范大学教授李鉴波等人
[5]
。

北平地下党员不仅向根据地输送一批人

才，还在北平市区及郊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抗

日先进分子。比较典型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甘英，

经党组织许可将青年学生自发成立的团体海

燕社作为党争取和培养青年的一个阵地，领导

其开展读书活动与研讨，深刻影响青年学生的

思想使他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身

革命。海燕社人数最多时达 120 余人，分布在

23 所中学和 1 所大学，社员们在学习了《共

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后，还积极

要求到根据地学习，在学成后大多回到北平以

其掩护身份成为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据统计，

至 1944 年底，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达 120 余

人，掩护身份包括学生、商人、工人以及敌伪

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与党组织相联系的进

步群众达 200 多人，党的活动涉及到社会各方

面。

北平的地下交通线既保证了根据地党政

军领导机关及时准确地了解日伪统治下北平

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和党组织的工

作情况，又保证了北平和根据地之间过往人员

的安全，还承担了为根据地运送急需物资的任

务，为坚持抗战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敌后战场

工作的突出模范。

3 北平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启示

3.1 坚持党的领导，指明方向

北平地下交通线的胜利，是抗日战争胜利

的缩影，正是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才为斗争

指明正确方向。党内著作《论持久战》中批判

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与日本的战

争要坚持持久战。党中央在 1937 年提出十六

字方针，为我党发起战略反攻积累物质基础并

储备关键人才。

当前好莱坞电影、日韩文化等已渗透到我

们日常生活，从“中国声音”到“中国故事”，

再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我们在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抵御新

时代的文化侵略。党的领导在其中起着指明文

化发展方向、凝聚文化发展力量的关键作用。

近年诸多影视作品获得不斐成绩，《战狼》系

列电影点燃每一个国人的爱国心，为青少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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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价值观，《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上映，

以其独特的中国神话故事为背景结合精湛技

术深受海内外观众喜爱，使世界上更多国家的

人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

3.2 坚持统一战线，共同抗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敌后统一

战线工作，指出在沦陷区“广大的劳动群众、

知识分子、中间阶层是对日寇痛恨，对中国抗

战积极拥护，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同情。

伟大的抗日力量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样

是潜伏在敌后各大城市之中”。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的地下组

织北平联络局，在 1938 年与何其巩等人联络，

组织了秘密抗日统一战线机构——北方救国

会。北平地下党还积极争取国际友人支持中国

人民的抗日战争，包括燕京大学的外籍教授赖

朴吾和铁路学院的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等

人。正是凝聚了他们的力量，才使得我党的地

下力量进一步壮大，使得北平地下党成为一把

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为抗日战争做出杰出贡

献。

在新时代，我们要充分理解统一战线的深

刻内涵，一方面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使各民族坚持和认可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共赢的方

式获得国际友人的支持，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3 坚持群众路线，夯实基础

北平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不可

磨灭的功绩，正是深刻贯彻并执行了《论持久

战》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

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等思想，使

日本侵略者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最终失

败。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高筑，单边主义利

刃挥舞，霸权主义改头换面，以更隐蔽、更具

破坏性的新形式“侵略”，妄图扰乱国际秩序、

阻碍全球发展。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正如互联网热评所

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抗战”。如今贸易战、科技封锁等“无

硝烟战争”关乎国家兴衰、民族未来。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在这场新的“上甘岭战役”中，坚持群众路线，

就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与力量。群众身处经济

前沿，对市场变化敏锐，只有深入群众，才能

精准把握经济脉搏，找到应对之策。坚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国家战略与群众利益结

合，激发爱国热情与责任感，使每个人成为国

家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与捍卫者。

夯实群众基础，是应对新形式霸凌取得胜

利的坚实保障。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我们才能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书写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让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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