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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色交通线概况介绍

一、中央红色交通线概况

1. 概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加强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的

联系，中央提出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开拓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

三条主要交通线，连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动脉。其中，南方线

又称华南线或“中央韩、汀江线”，即史学界常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初期分为水、陆路两条，水路由上海—香港—到

汕头后，沿韩江乘船经潮州—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镇虎

市村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陆路经多宝坑，长治党坪铁坑、伯公凹进

入福建永定陶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陆路由上海—香港到汕

头后，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福建永定、上杭、长

汀—江西瑞金。其中，陆路因路途遥远，沿途需冲破国民党军戒备森

严的封锁，且常有土匪出入，危险性大，开通短暂一段时间后，停止

使用。

中央红色交通线主要有以下作用，一是传送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

文件，二是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三是承担党中央机关由上海

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的重大任务，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

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陈云、

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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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

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

艺工作者 200 多人，以及苏区 300 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 900 万元的

食盐和价值 600 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

利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

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

线各中转站的任务。中央红色交通线在香港设华南总站，闽西设立大

站，大埔设立交通中站，在汕头等地设联络站。其中，较为著名的中

转站有汕头站的镇邦街 7号、海平路 98号、大埔茶阳同天饭店、大

埔青溪村的永丰客栈、里铺余氏祠堂、永定金砂古木督、永定虎岗等。

图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路线走向示意图

2. 历史背景

（1）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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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扩大，各苏区急需中央加强政治

领导，党中央要求要建立党中央至各苏区的联络通道。1927 年中共

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央必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

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的决议；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

《通告第叁号》，决定在中央所在地上海设立中央交通处，为中央与

南、北局及浙江间交通的总枢纽；1928 年６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

产党的秘密联系通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从苏联归来，

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建立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国际交通线的

指示。

（2）现实需要

上海党中央与苏区远隔千里，受到敌人严密封锁，造成各苏区信

息闭塞、物资匮乏、干部奇缺。一方面导致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难以贯彻落实，难以了解全国的形势，导致苏区出现盲动主义；另

一方面，中央也不了解苏区真实情况，又出现主观主义，给革命造成

极大的困难和损失。同时，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军

事、经济封锁，导致了中央苏区食盐、西药、布匹、棉花、火油等日

常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给苏区军民生活和红军反“围剿”战争造成

了极大困难。因此，能否打通交通线，解决信息不对称和物资匮乏问

题，关系到苏区的发展和稳定。

（3）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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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闽粤赣边优越的地缘条件、交通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为

开辟中央红色交通线提供了有利基础。中央红色交通线以水路为主，

迂回曲折，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

封锁。同时，汀韩流域水系是一条沿海通往内地的经济命脉，香港、

汕头，华洋杂处，百业并存，生意贸易往来频繁，易于红军同志化装

往来。

二是潮汕、闵西地区发生革命较早，至 1929 年 11 月闽西红色区

域已扩展到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宁洋等县，

已成立４个县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400 多个乡苏维埃

政权。该地区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且该时期军阀混战，反

动派对于东江的戒备有所松懈。

三是为抵御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时任中共闽南特委军委书

记卢肇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永定虎岗建立了“工农武装交通站”，

为后来正式建立的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3. 历史沿革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谋划建立全

国性的秘密交通网，主要的时间节点如下：

 1929 年-1930 年，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红四军第三次入闽，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连成一片，成了中央

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骨架”。

 1930 年 6 月，为加强与党中央的沟通，红军第一军团政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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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派军团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卢肇西从永定赴上海，向周恩来报告

了毛泽东等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交通线的意见与设想，得

到周恩来的支持。

 1930 年 10 月，在周恩来亲自主持领导下，成立中共中央交

通局，交通局的任务就是开辟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

 1930 年 10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把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上海中

央机关通往闽西、赣南交通线的建议，列入“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

划”，并在制定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要求苏区的

交通网与中央政治局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

 中共中央迅速组成周恩来、吴德峰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在

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机要交通网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一条由上

海—香港—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即中

央红色交通线。

 到 1933 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成为

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

 1934 年 10 月，交通线部分交通员按照党的要求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后，这条交通线仍保持畅通，继续为留守中央苏区闽西，合

党、政、军为一体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服务，史称摧不垮打不

掉的地下航线。

4. 内涵和意义

（1）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奋斗创业史

1929 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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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共闽西特委成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作为秘密交通网，以沟通

上级党组织和红色区域间的联系。为实现创建中央苏区的战略目标，

1930 年 10 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通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为苏

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也是党

的秘密斗争的光辉业绩，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奋斗

和创业历史。

（2）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奉献

红色交通线交通员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选拔条件十分严

格，有严格的纪律，熟悉密写技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他们将一

批批黄金、白银安全地送往上海党中央，成为永载革命史册的无名英

雄，他们的精神是党和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3）凝聚着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地下党和革命群众的全力支持。

交通站大多建立在赤白交界地区，对敌斗争十分激烈，交通员同地下

党、革命群众并肩作战，依靠群众掩护在沿线设立小站，利用炭窑、

草棚等设立秘密仓库，存放物资，许多群众英勇牺牲在交通线上，生

动体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5. 历史贡献

（1）保证了中央对全国苏区的统一领导

中央红色交通线加强了中央与闽粤赣的党组织及红四军的联系，

促进了大量文件信息在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的流通。此后，赣南闽

西苏区的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中央苏区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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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条红色交通线也加强了党中央与地方党委的领导，使闽粤赣

地方党委能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也能及时收到中央的工作指示，广

东梅州根据地也因此巩固扩大，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

地维护着中央苏区的安全。

（2）促进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

红色交通线的建立，使中央苏区所需的大量物资、干部和各种人

才得到补充，极大促进了红四军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确

保了信息传递的及时和准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肃反”等

问题的蔓延和扩散，稳定了中央苏区的革命秩序，促进了中央苏区的

健康发展。

（3）丰富了对敌特斗争的方法，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

1929 年 12 月 22 日的《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并转军委的信》中，

明确提出了中央对建立红色交通网络的指示精神：“第一，要尽力发

动各地方党部建立起赤色群众组织，使广大群众都能帮助或掩护这一

工作。第二，要找到各地有职业的同志专门担负这一工作，其职业以

足以便于这一工作为原则（如闽西的条丝烟纸业等小商人，能利用邮

差更好）。第三，要用秘密的递步哨方法转传信件。第四，要规定各

种秘密传递法、装置法、药水写洗法、交通口供等计划。”面对特殊

环境和险恶的敌人，交通员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的对敌特斗争的方式

方法。包括交通员之间单线联系、灵活机动地安排交通点，交通点或

以家庭、店铺、学校、娱乐场所的形式出现。交通线上的斗争实践，

为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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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红色交通线（粤东段）

1. 历史概况

（1）历史背景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在党中央

的正确指示下，交通局在三个月内建立起了从大埔经汕头、香港通往

上海的数千里红色交通线，又称“沪港粤秘密交通线”。

根据资料记载，通过“沪粤港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线路不止

一条，但第四次反“围剿”之后除经青溪的交通线外全部被切断；途

经梅州苏区的线路也不止一条，但也只有经青溪的交通线保存下来。

中央联系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就是途经青溪的这条被称为“生命线”

的交通线——青溪红色交通线，也就是史学界所称的“中央红色交通

线”。

图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路线走向示意图

（2）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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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6 月，红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卢肇西从福建经汕头

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要

想打破封锁，需要另辟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方便传送情报和军需、

民用物资。卢肇西当时乔装打扮，很顺利地从福建到达上海。于是，

党中央便根据卢肇西走的这条路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秘密交通线。

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点，经过缜密分析、确定线路。路线的走向是，

上线：青溪、多宝坑、铁坑、桃坑、虎岗，下线：青溪、茶阳，再由

茶阳、三河坝、潮州、汕头到香港。

同时，粤东段交通线擅于利用“乔装”的形式设立交通站。其中

汕头的直属秘密交通站有两个，通过开商铺的形式设立交通站，分别

是镇邦街 7 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和海平路 98 号（即现海平路 97

号）“华富电料行”。这条交通线进入大埔境内后，分别在茶阳开设

“同丰杂货店”和“同天饭店”，在青溪村沙岗头，交通站的负责人

常驻在一家叫“永丰”号的杂货店，这种将交通站隐秘地设置在农民

家庭中的方式，更好地掩护地下党的工作。

2. 重要代表人物

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一般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从事行商、

贩运、挑夫、船工等适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职业，这条交通线是广大

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他们冲破敌人的白色恐

怖和重重障碍，担负起传递文件、指示、情报，接待过往干部、人员，

带送款项、物资等艰巨任务，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堪称

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谱写了潮汕各地交通战士的英雄形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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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人物有：

陈彭年：汕头交通站站长，山东省济宁人，1897 年生。1931 年

调任中央交通局汕头地下交通站站长。在特科工作过，且在租界从事

秘密活动，懂得黑社会的套路与活动方式，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

1931 年 12 月成功将周恩来和肖桂昌、黄华三人安全的从汕头交通站

护送到青溪交通站。1932 年，安全地将邓颖超等人护送到大浦青溪

交通站。1934 年 9 月，陈彭年在过草地时陷入沼泽之中，因身上捆

绑携带的黄金加速了沉降，自此长眠在大草地之中。

孙世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受命于茶阳镇高坝

街筹建“同天饭店”负责接待中央及各地来往的重要干部。1932 年，

在邓颖超和项英的妹妹项德芬、余长生 3人等人进入中央苏区时，受

到孙世阶的接待。1935 年 7 月被捕，在行刑前，高呼“十八年后又

一条好汉！”、“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图为陈彭年 图为孙世阶

余良晋：经营大埔青溪联络点之一的“永丰”杂货店，夫妇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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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杂货店作掩护，协助交通工作，接待并掩护前往中央苏区的

重要人物。

郑启彬：大埔交通站副站长，1935 年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

人捕获，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机密。

谢金顺：担任东江特委联系省委的交通员，1933 年遭叛徒出卖

在汕头被捕，受尽火烙等酷刑，仍始终保守党的秘密。

张姆：1934 年１月祖孙三代被捕，小孙子年仅９岁，她面对酷

刑，毫不动摇；

陈惠丰：交通员，1933 年４月澄海下堡乡龙秋地交通站遭敌人

破坏，他在临刑前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穷人自有雪仇日！”

3. 沿线资源

（1）中央红色交通线相关历史遗存

青溪交通站：青溪交通站位于广东省大埔县青溪镇汀江河畔。

1930 年下半年，在上海的党中央成立了交通局，建立了由上海到中

央苏区的几条秘密交通线，青溪交通站成为上海经香港、汕头到大埔

青溪进入闽西苏区的唯一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沟通党中央和苏区的内

外联系，护送了大批中央负责同志到江西苏区，其中有刘少奇、周恩

来、邓颖超、邓小平、刘伯承、董必武、胡耀邦、德籍军事顾问李德

等二百多人。交通站还为苏区运送了大批军用器材、物资、药品和给

养。1991 年 4月，青溪交通站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溪棣萼楼：大埔县蕉坑棣萼楼兴建于嘉庆贰年，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站和秘密仓库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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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中共党员卢伟良同志受中央委托来到大埔，最早在棣萼楼

设立广东进入闽西苏区的交通站，同时担任大埔交通站站长，并在棣

萼楼成立了二十多人的武装赤卫队。棣萼楼曾于 1927 年至 1949 年先

后两次被设立为中共红色交通站站址，是中共红色交通线大埔交通线

的大后方，与前线同天饭店和同丰布匹店一道，展开了壮丽辉煌的革

命战争史，谱写了义薄云天高贵的红色诗篇。

图为青溪棣萼楼

青溪“永丰”杂货店：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青溪交通中站——永

丰号位于青溪镇青溪村沙岗头，成立于 1928 年，为护送人员和物资

做了很多地下工作。青溪交通站交通员以“永丰”商号的招牌作掩护，

依靠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巧妙地与敌人作斗

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

大转移，安全护送一大批党中央革命同志，经过青溪红色交通线到达

中央苏区，一直坚持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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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央苏区交通线大埔中站“永丰号”客栈原貌

青溪多宝坑站革命旧址（邹日祥故居）：多宝坑站革命旧址是中

央红色交通线交通员邹日祥同志的住居，名缵诒堂，建于清光绪年间，

建筑面积 423 平方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央红色交通线重要站、

点，大埔县红色旅游线路的一个重要景点。展馆内部陈列有关中央红

色交通线的照片、史料、文字说明，以及周恩来同志经过小站时的情

景、实物等，是青溪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图为多宝坑革命旧址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陈列馆：中共

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分别位于金平区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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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 号和海平路 97 号。目前，这 2 处旧址已入选省第八批文物保护

单位。陈列馆以图文介绍、实物展示、情景再现和光影展播等多种形

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

图为汕头交通中站旧址陈列馆

（2）现状资源

青溪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园：青溪镇因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上设三

个交通站（点）而留下了浓墨重彩。近年来，青溪镇深入挖掘整合红

色资源，提升改造中央红色交通站（点）景点，并打造全国首个中央

红色交通线纪念园。纪念园景点包括中央红色交通中站展馆和交通线

纪念园展馆，以及正在建设永丰号、纪念广场、停车场、防护栏、卫

生站等项目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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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溪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园鸟瞰图

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蔡楚生暨潮籍电影名人史迹馆：2018 年以来，

在许瑞生副省长的积极推动和具体指导下，汕头市启动蔡楚生青年时

代工作旧址的修缮布展工作，收集了蔡楚生、郑正秋、陈波儿等老一

辈潮籍电影艺术家及一批中青年潮籍电影人的资料、实物，在展馆内

利用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布展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展示潮籍电影

人的历史贡献，对汕头市积极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工作，传承

和弘扬潮汕优秀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图为“中国进步电影先驱蔡楚生暨潮籍电影名人史迹馆”外景

4. 沿线地区对中央红色交通线活化利用现状

（1）发展红色旅游线路，开展党建教育基地

青溪镇规划建设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园，保护和修缮多宝坑小站、

棣萼楼秘密仓库，逐步还原青溪原中央秘密红色交通线革命历史事实。

同时，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党性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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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遗址修复与历史展示

保护与修复革命遗址，制定保护措施，对遗址进行文物保护单位

申报，同时大量收集历史资料与实物，利用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

布展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展示革命人的历史贡献。

（3）重走红色交通线，传承红色精神

大浦县定期举办“重走红色交通线”大型徒步活动，从大埔交通

中站（青溪村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园）出发，徒步 10公里抵达多宝

坑小站（虎市村多宝坑邹日祥故居）。徒步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媒体、

政府、部队的合作联动，促成了军民共同缅怀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

神，丰富了梅州市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内涵。

图为“重走红色交通线”活动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1. 以“红色”主线为发展地区文化主题重点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贯穿于创建中央苏区伟大斗争实践的一条红

线，创建中央苏区过程中的许多大事都离不开红色交通线，红色交通

线与中央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联

系，应进一步丰富、充实中央苏区的历史宝库，深入发掘沿线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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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存，做好历史人物故居保护和后代访谈，铭记历史，突出革命情

怀。

2. 与南粤‘左联’文化青年红色之旅协同推进

南粤‘左联’文化青年红色之旅指自汕头至梅州，以韩江为主要

载体的，用以反映“左联”文化青年文学革命斗争精神和韩江水利水

运历史变迁的线性空间，与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历史背景和地理空间上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融合发展，通过景观节点、标识系统等展示“左

联”文化青年文学作品的同时，对秘密交通线上的历史故事进行解读，

进一步丰富韩江两岸滨水空间的文化内涵。

3. 带动地域特色的挖掘

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身份、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和地方化，

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地下斗争环境。因此在线路活化利用过程中，蜿

蜒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应进一步突出城乡有别，风俗各异，地方特色

自然不同，大力深入实地考察，多方求证，体现地方特色，推出真实

可信、有感染力的“红色交通线”文化成果展示。

4. 促进沿线地区红色旅游发展

汕头、潮州和梅州作为拥有红色旅游资源的城市，在发展红色旅

游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应当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

修复古址，打造旅游品牌；充分利用资源，做好旅游规划；整合当地

旅游资源，发挥资源优势，满足游客需求；加强宣介工作，扩大在全

国的影响力；深化粤闽赣红色旅游合作，共同打造中央苏区精品线路。

5. 打造“红色秘密交通线之旅”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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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红色秘密交通线之旅”品牌，要在丰富、准确的史料基础

上，推出生动多样的研究成果。在红色旅游开发中要保护好红色交通

线的重要遗址，征集有关革命文物，推出主题陈列展览，用形象、生

动的文物旧址说话，让“红色交通线”在人们心中“活”起来；创作

出版有关历史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及美术作品，塑造红色交通线上

的英雄人物形象，书写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可运用影视、多媒体等

高科技手段，创作有关红色交通线题材的影视作品、动画片等，提高

“红色交通线”的知名度，在党史资政育人中发挥“红色交通线”这

一品牌的文化力量。

图为大埔县开展的红色徒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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