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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上海的台前幕后都发生过什么
亲历者3800字回忆稿提供丰富细节

本报讯 （记者李婷） 1949 年 5 月

28 日， 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

从国民党最后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长赵

祖康手中顺利接管上海 。 此次移交 ，

台前幕后发生过什么？ 在昨天揭幕的

“重大的转折 伟大的胜利———庆祝上

海解放七十周年暨纪念南京杭州上海

战役胜利七十周年特展” 上， 一份赵

祖康的 《参加解放上海工作述略》 提

供了丰富的细节。

这份手稿来自赵祖康之子赵国通

的捐赠。 2007 年， 他向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 其中便包括了

该手稿。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 这份

手稿有 13 页 ， 包含 “解放以前之工

作” “接受代理市长职务” “解放之

前夕———维持治安” 三块内容， 共计

3800 余字， 用蓝色钢笔隔行书写， 并

有红黑两色笔作修改。 在手稿中， 赵

祖康回忆了其在解放前夕担任国民党

上海市代理市长的工作及向中国共产

党交接的情况， 内容极为详细， 精确

记录到小时。

“虽然目前关于上海解放之后移

交的具体情况已有不少文献， 不过与

事后的回忆文章相比， 这份手写本仍

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研究部研究员马建萍说， 根据标题

旁所写的时间 ， 手稿写于 1949 年 6

月 ， 此时距上海解放仅十来天 ， 是

目前所见最早的上海解放政权交接

亲历者的回忆 ， 其内容具有较高的

准确性 。

值得一提的是， 该手稿中透露了

不少其他回忆材料里所没有的细节 。

比如， 赵祖康是一个工程师， 为何选

他做代理市长？ 据记载， 时任上海市

长陈良说服赵祖康做代理市长时曾讲

到三个理由， 而此手写本中就有这三

个理由的具体内容： “一、 我在市府

各局中年资最老， 对市府同人无问题。

二、 操守与办事为标准官员， 得市民

信任 。 三 、 技术人员 ， 无政治关系 ，

‘对方’ 不会为难。”

除此以外， 手写本第六段还列出

了赵祖康在担任代理市长的三天内的

各种联系工作， 让人们能全景式地了

解中共接管上海前后， 双方为上海移

交所做的各项具体工作， “计划并推

动如何使上海到危急时期， 能使水电

公用及交通设备不受破坏， 工厂建筑

少遭兵燹。”

据赵国通介绍， “此手写本系民

革创始人之一的陈铭枢在上海时交代

父亲写的， 以反映国民党内有识之士

对解放上海所做的工作， 彼时他将到

北京向李济深汇报。 父亲写好后， 由

其秘书誊抄， 故此手写本的字迹应为

其秘书的。” 赵国通告诉本报记者， 根

据赵祖康生前的日记， 1949 年 5 月 28

日的接管仪式上， 他并未将旧市政府

的印信呈交陈毅， 而是到 5 月 30 日其

秘书将两颗印信移交给新任上海市人

民政府秘书长周林的助手。

据悉，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渡

江胜利纪念馆、 杭州博物馆、 中国共

产党杭州历史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举办的此次特展 ， 是南京 、 杭

州 、 上海三地红色主题展览首次跨

区域携手 ， 也是五大博物馆珍贵馆

藏的首次跨时空展 ， 体现了长三角

红色资源联动 。

中国银行大厦最早挂出庆祝上海解放标语
■口述人：李庆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史顾问）

1949 年 5 月 25 日 ， 虽然上海的

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但外滩一带仍

然流弹横飞 、 枪声不断 。 当日中午 ，

位于中山东一路 23 号的中国银行大

厦突然悬挂出两条各长达 30 米的巨

幅标语 。 一条是 “庆祝大上海解

放 ”， 另一条是 “欢迎中国人民解放

军 ”。 这是上海外滩挂出的最早 、 最

高的迎接解放标语， 市民们纷纷驻足

仰望， 大声欢呼。

早在解放上海战役开启之时， 一

些胆大的年轻员工就常常爬上中国银

行大厦顶楼 ， 望着远处白色的硝烟 ，

听着持续不断的枪炮声， 计算着解放

军什么时候进入市区。 25 日清晨， 大

家听到了电台里宣布解放军已经解放

了苏州河南部， 中国银行地下党支部

立即组织职工， 叫上倾向进步又书法

甚佳的工作人员叶子圣， 在中国银行

宿舍楼的草地上铺开早就买好的两匹

白布， 写上党支部早就拟好的两条标

语。 写好标语后， 大家赶到外滩， 兴

奋地挂了起来。 曾有人问叶子圣当时

为何不买红布？ 叶老回忆说： 布必须

早买， 那时买如此多的红布， 根本买

不到， 而且极易暴露， 地下工作必须

慎之又慎。

中国银行党支部成立于 1938 年

10 月， 是上海各大银行中最早成立的

党组织之一 。 第一名党员是项克方 ，

曾任中共上海地下金融党委书记； 第

一任支部书记是江春泽。 中国银行党

支部在 “孤岛” 时期抵制日伪货币侵

略、 抗日救亡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配合支持 “反

饥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 ”、 保护职工

合法权益等活动中也作出了卓越贡

献。 支部还对后来四行二局 “六联职

工联谊会 ” （简称 “六联 ”） 的建立

和发展 ， 起到了核心作用 。 “六联 ”

创办的员工刊物 《联讯 》， 实际由中

行支部负责 ， 经过不断地努力和改

进 ， 逐渐成为当时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 传播进步思想、 联系银行职工桥

梁的重要宣传阵地。

上海解放前夕， 团结职工、 稳定

人心、 保护行产、 迎接解放， 成了中

国银行党支部的头等大事。 党支部当

时共有党员 11 名 ， 书记是章尔澄 ，

解放后曾经担任上海中国银行工会主

席 ， 毛泽东为上海中国银行题写的

“中行通讯 ” 墨宝 ， 就是他到北京取

回的。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 中国银行

成立了 “应变互助会 ”， 由职工选出

238 名代表 ， 9 名常务理事中 7 名是

中共党员。 “应变互助会” 的重点有

四： 一是宣传党的政策， 迎接上海解

放； 二是争取上层业务干部留任， 防

止业务中断； 三是管好各类行产， 防

止流失破坏； 四是帮助解决职工生活

困难。

据书写标语的叶子圣回忆， 当时

的重点部门 ， 如储存金银外币的库

房、 档案部门、 财会部门、 水电机房

等， 都由各人按岗位分工负责， 反对

转移、 破坏。 叶老所在的文秘档案部

门每日收到文件都火速编号登记， 在

最短时间内处理归档， 以免被人抽去

销毁。 晚饭后， “应变互助会” 成员

轮流值夜班， 二至三人一组， 手持电

筒， 通宵四处巡逻， 以确保人民财产

安全。 在 “应变互助会” 的不懈努力

下 ， 中国银行的财产 、 账册 、 档案 、

库存现金等得到了妥善保护。 全行职

工不仅人心稳定， 还由衷地拥护党和

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上海解放后， 从解放区返回的原

中国银行地下党员与上海地下党员成

功会师， 正式成立了新的党支部。

本报记者 王嘉旖整理中国银行大厦。 李庆摄

荨本次展出的上海市人

民政府印。

均本报记者 李婷摄

▲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

老战士来到现场参观展览。

▲陈毅市长办公室。

荨江西中路 187 号，常被称

作“老市府大楼”，也是老上海人

口中的“工部局大楼”。 解放后，

这幢大楼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

首个办公地。老市府大楼外形为

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 ， 并带有

巴洛克风格的装饰。

荩会议室墙上挂着解放后

第一届上海市政府成员的合影。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70年前的今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诞生
爱因斯坦曾莅临宣讲相对论，这里还是当年国际文化交流演出的重要场所

见证城市百年沧桑巨变的老市府大楼今年启动更新修缮

江西中路 187 号 ， 原工部局大

楼 。 70 年前的今天 ， 上海市人民政

府在此揭牌成立 ， 陈毅出任首任市

长。 当天 14 时， 陈毅来到位于大楼

二楼的市长办公室， 举行接管国民党

上海市政府的仪式。 解放后， 这幢大

楼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个办公地。

几代人在这里工作、 治理城市， 见证

了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今年， 这幢被列为保护性建筑的

大楼有望启动更新修缮。

房间400多个，供暖
系统方案从伦敦寄来

根据当年的设计初衷， 工部局大

楼要有市政建筑的精神气质， 又要满

足各部门办公需求。 设计方案经英国

皇家建筑学院院长布隆菲尔德的建

议， 于 1914 年初最终完成。

方案设计师是英国人特纳。 特纳

于 1905 年至 1925 年在工部局任职，

担任建筑师。 他设计的作品还有汉璧

礼男子公学、 育才公学等。 工部局大

楼的承建者是此前默默无闻的裕昌泰

营造厂， 因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混凝土

外墙装饰替代石料的新思路， 可大大

降低工程费用， 因而一举中标。

1914 年 10 月 21 日 ， 大楼建设

工程拉开帷幕。 地基挖掘于 1915 年

初便全部完工， 水、 煤气、 电话等线

路、 管道也陆续铺设完毕。 1916 年 6

月 ， 大楼低压热水供暖系统方案从

伦敦寄来 ， 由为伦敦郡政厅做设计

的供暖工程师诺布斯完成 。 截至

1922 年底 ， 工部局各处室先后搬入

新大楼 。 这幢拥有 400 个房间的新

楼， 集合了工部局各个部门 800 余名

中外籍员工。

曾与许多世界名人结缘

这栋大楼曾与许多世界名人结

缘。

1879 年 ， “上海公共乐队 ” 成

立。 这是整个亚洲地区历史最为悠久

的交响乐团 ， 被誉为 “远东第一乐

队 ”， 比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还早三年 。

1918 年 ， 正在进行环球巡演的意大利

钢琴家梅百器来到上海， 受当时工部局

邀请 ， 执掌 “上海公共乐队 ” ； 到了

1927 年 ， 与工部局大楼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的 “上海公共乐队” 首次有了中国

人的身影， 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谭抒真

以实习生身份加入。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于 1923

年 1 月 1 日莅临该大楼， 在工部局大礼

堂， 用德语发表演讲介绍相对论。 法国

霞飞元帅曾参加在工部局举行的公宴；

著名大法官费唐曾在工部局大楼总办处

341 号房间工作了两年多，《费唐法官研

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 就是在这

里成稿的。

1946 年 2 月 13 日，蒋介石、宋美龄

等在旧市府礼堂会见中外记者。 就在当

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国统区一片混乱。

这座大楼， 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黎明前

的最后几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入驻办公

1949 年 5 月 24 日， 解放军进入上

海市区。 26 日中午，解放军先遣部队进

驻原工部局大楼， 全面接管大楼的警卫

工作。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毅任主任，粟

裕任副主任。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

此成立。

6 月 1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该大

楼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 陈毅向全世界

宣告上海已变为人民的城市， 中国共产

党接管上海就是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改

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就是人民政府

的宗旨。

这幢大楼也见证了五星红旗第一次

在上海升起的历史时刻———1949 年 10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这里

便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上海解放一周年之际， 陈毅在此题

词：“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

新上海”。 如今，这块镶着题词的大理石

碑被嵌在大楼二楼正厅的墙上。

市府礼堂曾是上海文化地标

为使大楼更好服务人民， 上海市人民

政府于1950年将半围合建筑内部一处曾经

作为修车棚的建筑改建为 “上海市人民政

府大礼堂”，以开会为主，兼作文艺演出、放

映电影场所。 礼堂成为上海市接待国际文

化交流演出的重要场地。 据统计，有美国、

英国、 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这

里演出舞蹈、歌舞剧，国内各省区市艺术院

团及上海市属院团也常在此演出， 年均演

出百余场次，最多一年达250场次左右。

1956年5月1日，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有

关单位从这里迁至外滩中山东一路10-12

号原汇丰银行大楼内办公。 老市府大

楼成为市民政局、 园林管理局等机构

办公地。 1994年， 世界著名指挥家祖

宾·梅塔与以色列爱乐乐团来沪，也在

市府礼堂演出。 作为上海重要文化地

标的市府礼堂， 因逐步落后于时代要

求，于1995年宣布停业。

据了解， 老市府大楼更新项目团

队已经从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上

海市档案馆调取相关历史图纸资料，

并不远万里到英国皇家档案馆调取相

关历史资料； 还对全楼进行了三维激

光扫描， 对每个室内空间都进行了影

像留存，并建立三维电子模型，作为项

目全过程 BIM 技术运用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