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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念之漫步华政忆
华东政法大学作为上海城市史上最早的大学校园，

散落着二十余栋历史建筑，怀施堂、思颜堂、科学馆、西门
堂等展现着深厚的历史积淀。1955年，潘念之进入华东
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研究处工作，后来任华东政
法学院副院长。潘念之是我国法学、政治学领域的开拓
者之一，著有《宪法论初步》等，曾任《辞海》政治法律分册
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编委会副主任等。

松江佘山有
北竿山
古文化遗址

申景如画

●▲● 周边漫步

北竿山只有四十余米高，

在松江佘山的“九峰十二山”

中，有关它的民间传说却非常

丰富，北竿山古文化遗址位于

北竿山南侧。

北竿山原名竿山，因土宜

种竹，《嘉禾志》称竹山。又因

其在干山（天马山）之北，俗称

北竿山。北竿山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元代有俞瑾居此山，自

号笴隐生，故又名笴山。相传

“土宜美箭”（箭竹），故名，别名

箭山、北干山。相传，北竿山曾

产铁，种植的树木、竹子蓊郁成

林，众多白鹭栖息林间，成为一

大景观。

北竿山旧时胜迹有玉窦

泉，“甚寒冽，泉上多紫竹”。宋

代张耒收到友人寄来的玉窦泉

水，曾赋诗赞曰：“地吉泉甘庆

所钟，直疑遥与惠山通。曲肱

烦暑都消尽，如卧萧萧紫竹

风。”据传，山东向壁内有一石，

中间断裂如剑劈，传说为仙人

的试剑石。山中还有“伶仃

石”——两块巨石各分左右拔

地矗立，上面覆盖着八仙桌大

小的一块略带黄褐色石块，远

望伶伶仃仃，仿佛随时有倒塌

的可能。东山坡上的铜鼓石更

是神秘莫测，据说敲击后传出

来的声音似铜鼓声。

1957年，在北竿山古文化

遗址所在位置挖土时，发现地

下有古代的陶鼎、陶罐等残

器。196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

在南山脚下一条水沟的壁面上

露出古文化层，文化层迤长约

30米，深离地表约0.5米，古代

遗物暴露不多，仅采集到西周

和春秋战国时代吴越文化的绳

纹、细叶脉纹、网格纹、回字纹、

米筛纹和米字纹等印纹硬陶陶

片，距今约3000年。

1985年7月，北竿山古文

化遗址被公布为松江文物保护

地点。 沈琦华

陈鹤琴旧居
地址：愚园路   号

这栋欧式独立花园洋房建于1930

年，系机制红平瓦坡屋面，屋面高低参

差，外墙面水泥砂浆抹面，室内木地板，

厨房水泥花阶砖地面，房内空间较高。

此处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1945年8月至

1950年12月在上海的寓所。1949年秋，

陈鹤琴应邀担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

长后迁居南京。

云寿坊
地址：愚园路   弄

云寿坊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造，

10年间陆续建成，占地面积1265平方

米，每幢建筑面积约210平方米。前后

共三排，含西式联排式高级住宅楼房多

幢，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层。因愚园路

拓宽，拆除沿街一排。每幢铁护栏小阳

台，红砖清水外墙，窗户围水泥边框。坡

顶红瓦屋面，屋檐下饰连续小三角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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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法学研究
华政校园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承载着校史的厚

重，也见证了华政学者的人

生起伏。

潘念之，又名枫涂、湘

澄，浙江新昌人。1919年五

四运动爆发，在浙江第四师

范学校学习的潘念之积极参

与学生运动。一年后，他与

其他进步青年成立“雪花社”

研讨新文化，反对旧礼教。

1923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一年后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潘

念之遭国民党通缉，流亡日

本，求学于东京明治大学法

学部。归国后，他继续进行

争取民主和宣传救亡的活

动。抗战开始，他奔赴祖国

的西南、西北从事抗日救亡

活动，后来受党指派从事统

一战线工作和地下秘密斗

争。

在从事革命活动、投入

教育事业的同时，潘念之一

直致力于政治学与法学的研

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

出版《思想家名人大辞典》

《宪法论初步》等著作。他一

直强调：“法学研究者要不为

名，不为利，不计较个人得

失，孜孜不怠，兀兀穷年。”

1955年，潘念之进入华

东政法学院研究处工作，同

时在华东政法学院夜校兼

课，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1963至1972年，他在华

东政法学院任教十年，后来

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

享有“南潘”美誉
1979年，潘念之参与重

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

华东政法学院，并出任社科

院法学所副所长，主持该所

工作，同时兼任华东政法学

院副院长。1980年华政学

术委员会组建成立，其中曹

漫之、徐盼秋、潘念之属于学

者型领导，是20世纪50年代

《华东政法学报》《法学》编辑

部的主编和副主编，也是教

学老师。那时，潘念之还亲

自主持编译了《国外法学知

识译丛》十二册，约二百五十

万字，还主编了《政治与法

律》。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他

在工作中总是亲力亲为，科

研计划一条一条亲自定，学

术论文一篇一篇亲手写，请

他审阅的作品也是一字一句

亲笔改。

1984年，潘念之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

员会委员，兼任该全书《法学

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宪法

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法学

卷》主任为张友渔，中国法学

界从此遂有“北张南潘”之

誉。

如今，华政（长宁校区）

打开了校园围墙，将环河滨

水空间转化为步道的绿意环

绕，构筑起苏州河华政段“一

带十点”的别致景观。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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