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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当奋进新时代，战士青春

代际亲，鼓舞后贤英雄志，初心不
忘慰前人。这首诗是我从北京坐

火车来到上海时，在路上想到的。
我把它写下来，送给新民晚报的

读者。”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说。
今年 5月 27日是上海解放

70周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
民政府即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于 1949年 5月 28

日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当时

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位于今天

的江西中路与汉口路、河南中路
与福州路之间，曾经是解放前上

海市政府所在地，最早是上海工
部局大楼。

“这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
意义的地方，从工部局大楼到上
海市人民政府大厦，记录了很多

历史事件。近代史上，曾经有很多
军队进入过上海，但是没有一个

能像解放军这样纪律严明的。国
民党军队在抗战后回到上海，号

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银子、
票子等等，没有不抢的，后来被形

容为‘劫收’。我们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则用第一流的军纪赢
得了上海的民心，把上海引向一

个崭新的时代。”陈昊苏说。
当陈昊苏了解到被誉为“远

东第一乐队”的“上海公共乐队”
于 1879年在此诞生，并是今天上

海交响乐团的前身时，他回忆起
当年陈毅市长保留乐队的事情，

“当时军管会在接管这个交响乐
团时，有人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

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
而且团里人员复杂，首席指挥是

意大利人，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

利人，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
演出的节目又多是西洋音乐，工

农兵听不懂，拟将乐团解散。但我
父亲郑重地听取了专家等多方面

的意见，及时果断地阻止了这一
做法，特别是他提到上海这样的

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就这样，交响乐团被保存了下
来。”

自学生时代起，陈毅一生三
进上海：1919年，他从成都到上

海，自上海赴法勤工俭学；10年后
的 1929年，由闽西进入上海，出

席中央军事会议；1949年，指挥千
军万马解放上海。自 2017 年 10

月起，陈毅元帅家属分批向复旦
大学图书馆捐赠他生前收藏和使

用的中外文图书、相册等珍贵文
献资料，其中图书共计 2303册，

相片 68册。为此，复旦大学图书

馆专门建立了“陈毅元帅藏书与
文献研究中心”，对这些珍贵资料

进行保存和研究。在不久前于复
旦大学举行的“陈毅与上海———

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图片、资料
展”开幕式上，陈昊苏也来到了现

场。他说，此次展览是对当年上海

战役英雄业绩的缅怀，也是对上
海后来跨越世纪伟大征程的赞

美，“对我们后继者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传承过往、创造未来有极

其重要的激励作用。”
在上海期间，陈昊苏还与粟

裕长子粟戎生拿起了绣针，和上
海绒绣国家级传承人、恒源祥绒

绣原创工作室首席工艺师李蔷一
起绣国旗，寓意革命传统薪火相

传，并以此纪念上海解放、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 首席记者 方翔

    这两天，走在徐家汇地铁站

的 5号口与 7号口之间的地铁文
化艺术长廊里，醒目的“7613”数

字让不少行人放慢了脚步。从
1949年 5月 12日至 5月 27日，

整整 16天，在硝烟弥漫的激烈战
斗中，人民解放军以牺牲 7613

人、负伤 2.4万人的代价，歼敌

15.3万余人，上海这座远东大都
市完整回归人民，市民保持正常

生活。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是
极为罕见的。

“这个展览的名称为《十六
夜———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

展线长度 48米，解构了 1949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27 日的每一

天，通过 50余张照片，10余件实
物，15个小故事，以日历的形式

向广大观众展示了上海战役期间
解放军每一天的行军过程。”龙华

烈士纪念馆陈列部主任沈申甬

说，“指挥上海战役的第三野战军
司令员、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

陈毅，曾感慨万千地写下了‘遗爱
般般在，勿忘缔造难’的诗句。展

览中的每一件展品，对于老年人
是珍贵的回忆，对于年轻人是生

动的教材。”
走在 48米的长廊中，老照

片、历史影像、作战图⋯⋯让人重

温 70 年前的激烈战事：5 月 12

日，拂晓，29军进入浏河，28军连

克太仓、嘉定；5 月 13 日，凌晨，
26军夺取昆山，转向安亭、黄渡、

南翔前进⋯⋯文字虽然不多，但
配以当时的历史照片，让人一下

子仿佛置身在激烈的战事中。

“龙华烈士纪念馆英雄烈士研
究中心录制的《老兵口述史》将首

次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老兵口
述史》通过 5位 90岁高龄的上海

战役亲历者的回忆，讲述了战场的
残酷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沈

申甬说，“像解放上海战役时任 20

军 178团 5连连长的赵定山、参加

上海接管的刘荣庭等，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幸福的今天不是凭空而

来，铭记历史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
来；他们对使命和职责的坚守教育

我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才能实现
人生的价值。”

此外，据沈申甬介绍，上海龙
华烈士纪念馆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展览，全面回顾解放上海的战役，
从战争背景到战争本身，再到接

管上海，也期待着更多人通过展
览能够了解 70年前的胜利来之

不易。 首席记者 方翔

    “上海局的秘密电台由秦鸿钧

为报务员,刘长胜同志亲自直接领
导 ,1946 年改由我领导⋯⋯1947

年后, 因我工作较多, 经刘长胜决
定,秦台改由我弟困斋领导⋯⋯我

弟出事后,当晚国民党特务即派人
去乍浦路困斋的住家⋯⋯”这是上

海市档案馆公开的张承宗生前所

留手稿《峥嵘岁月》的内容,其中揭
秘了其二弟张困斋被捕经过。

在张承宗孙子张松看来，不仅
张承宗与张困斋之间有浓浓的革

命兄弟情，张困斋与他的同志之间
也有着浓浓的革命情谊，“我爷爷

的弟弟张困斋，以开‘丰记米店’为

掩护，从事党的地下电台工作，是

负责人之一。他也是党在上海银钱
业界组织的‘联谊会’创始人之一。

当他被捕入狱之后，还托人把‘丰
记米店’的工人、地下党员刘志荣

保释出狱。”
“丰记米号”在当时承担着重

要的情报中转工作，中央的秘密

电报就是送到此处，市委领导下
的学委、工委等负责人再到米店

开会、学习。米店外面，一位账房
先生在算账，门边的一辆老虎车

可大有讲究———正放表明一切正
常，倒放就说明店内有“情况”，同

志们再不能进店了。当时斗争环

境相当严峻，米店每个工作人员

都经过严格挑选，张承宗的弟弟
张困斋当经理，早期老党员刘志

荣当勤工，抗战初期入党的赵茅
兴担任跑街。

“我爷爷在解放前夕担任中
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他的回忆文

章中曾经提到，张困斋被捕牺牲，

他通过莫振球同志的关系，住在
张发奎在沪的寓所，张发奎曾任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莫振球是他
的秘书，这时张发奎已全家去广

州，托莫振球代管这所三层楼小
洋房。1949年 5月 24日，中共上

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带着吴克坚和

沙文汉两位同志来爷爷的住所探

望他，名义是要庆祝他四十岁生
日，实际上则是准备组织人民保

安队员、宣传队员全面出动，配合
人民解放军投入到解放上海的战

斗。”张松说。
“我爷爷曾经写道，5 月 25

日，刘长胜要他代表地下党与解放
军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联系，爷爷

与聂军长见面，告以人民保安队均

已全部出动，可为解放军作向导及
提供一切需要的帮助。当时南市还

有局部战斗，流弹不时飞来。聂军

长要爷爷及早离开，并给爷爷一张
手写的通行证，具名是二十七军。

刘长胜也给爷爷一张华东局机关

的通行证，通行证规定发给军以上
或区党委书记以上使用的，当时上

面填的职务是上海总工会筹备委
员。”张松说。

从 1949年 5月 25日，也就是
上海苏州河以南解放的那一天开

始，张承宗就开始记日记。其中提
到，当时发现游兵散勇很多，还有

很多冒充地下组织及游击军队的，
如新成、长宁区有所谓“江南挺进

军”“革新军”，沪南区有“解放军先

遣队”“中国民主联军”“中国革命
军事委员会第二突击支队”等，均

经人民保安队联系人民解放军一
一予以解决。在张松看来，爷爷的

日记中充分展现了上海解放仅是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首席记者 方翔

    本报讯 （记者 袁玮）昨天，来

自徐汇区中小学校的数百名学生聚
集在龙华烈士陵园，共同参加“致敬

英雄、致敬祖国”———上海市未成年
人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暨 2019

“从石库门再出发”修身励志讲堂启
动仪式。这场别开生面的励志讲堂

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委、市关

工委和本报共同主办，徐汇区委宣
传部（文明办）、区教育党工委、区

关工委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承办。
徐汇区未成年人励志地图昨天同时

揭幕。

自 2015年起，市文明办、市教

委和本报等联合推出“讲身边事，讲
自己事，教身边人”为主要形式的

“励志讲堂”系列活动。2019年修身
励志讲堂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上海解放 70周年为主线，昨天
的首场讲堂采用故事讲述、诗歌朗

诵、专家解读、经典回望、主题演讲、

真人追忆等方式，汇集“最勇敢的
人”“最真的心声”“最好听的歌”“最

暖的画面”“最深的缅怀”“最美的声
音”等生动课程，让未成年人身临其

境领略革命英烈爱国献身的高风亮
节，激发寻访英雄足迹的励志追梦

之旅。

励志讲堂现场还用学生自拍的
视频，播报了徐汇学子近年来寻访

英雄足迹的成果。西南位育中学高
二学生汪铭扬多次深入龙华烈士陵

园考察，撰写了《陵园文化景观设计
特色与精神传承之初探》的探究文

章，对传承革命精神和中华优秀传

统提出见解，他登台抒发、分享了自
己的发现与感悟。

近年来，徐汇区积极活化区域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

源，将区域内富有鲜明特点与代表
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

场馆、科技人文场馆等 62个点位

“连点成线”，由此绘成有 4条寻访
路线的“徐汇区未成年人励志地

图”，未来，徐汇 8万多名中小学生
将在“励志地图”的导引下，开展各

类主题实践活动。

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题诗赠本报读者

鼓舞后贤英雄志 初心不忘慰前人

上海市未成年人 2019修身励志讲堂启动

缅怀英烈 寻访英雄足迹

解放上海的故事 亲兄弟的生死革命情

48米展览讲述
上海解放的“16夜”

《老兵口述史》也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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