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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外籍教师白丽诗：

我见证了上海解放的历史瞬间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在上海解放 72周
年、《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72周

年之际，解放日报今推出特刊《印
迹———一百个版

里的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

《印迹》所有

版面，来自三份报

纸：1949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新生

的欢庆声中创刊

的《解放日报》，

70 余年来记录着

祖国与上海的奋

斗与精彩；延安

时期中共中央机

关报《解放日报》

（1941—1947），记

录了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壮

大、走向胜利的不懈奋斗；近代
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的报纸《申

报》（1872—1949），被称为研究中

国近现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将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报名，

交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用于创
办华东局机关报

兼上海市委机关

报。宣告上海解

放的《解放日报》

创刊号，就从全

面接管的申报馆

排字房和印报机

上诞生。

从三份报纸

自 1921年至 2020

年的数十万个版

面中，《印迹》特刊

逐年遴选出总计

上百个版面及新

闻报道，从不同角

度反映了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

一路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百年
前行足迹和一条“初心如磐、使命

在肩”的不懈奋斗主线。

    本报讯 （记者 宋宁华）坚

决不使用重武器、绝不随便入民
宅，上海是怎样完整交到人民手

中的？亲历这一历史时刻的外
国记者等人，独家讲述这段人类

历史上的“战争奇迹”。今年是
建党百年，今天是上海解放 72

周年纪念日，《百年大党———老
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特推出 6

集上海解放特辑。

上海解放特辑从在沪外国
人视角，包括外交官、新闻记者、

医生、商人等代表人群，正面、客
观、独家讲述中国共产党接管上

海、管理上海，经受住执政大城
市初考验的故事。本片邀请具有

东亚史学背景、已在上海生活
20 余年的美国人费嘉炯教授

（Andrew Field）担任嘉宾主持。
他将向观众讲述一段特殊的上

海城市历史，阐明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是历

史与人民的选择。

系列短片采用全英文史料，

包括当时的《纽约时报》《每日镜
报》报道，美联社、路透社电文

等，还首度集中使用在沪发行的
英文报刊如《字林西报》《密勒氏

评论报》的新闻报道，以及当时
驻上海外交官及亲历者的回忆

录、日记、未出版口述史等。

该片导演剧透了短片的部
分精彩内容。片中，通过亲历上

海解放战役市区战斗的英美人
记录，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战役中
坚决不使用重武器、绝不随便入

民宅等令人尊敬的举动。美国报
人比尔·鲍威尔在河滨大楼寓所

亲历苏州河战斗，美国记者哈里
森·福尔曼在外滩亲眼看到解放

军进攻黄浦公园不入外滩大楼，
在南京路上看见解放军睡在人

行道上，发出由衷赞叹并记录在
其战地笔记中。

“紫石英号事件”后，所有外

国军舰撤出上海。这是上海城市

史上重要一页。以民生码头（原
蓝烟囱码头）为切入口，通过英

美人的叙述呈现他们见到被解
放军轰出长江的英国军舰所受

到的震动。当年上海最先进的码
头，如今已作为工业遗迹成为城

市更新项目中的一部分，而作为

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早已迈开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在沪的西方媒体人如何评
价他们初次谋面的共产党人？答

案或许就藏在徐家汇藏书楼的
故纸堆中。翻开上海解放时的

《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
西方报刊原件，可以感受到他们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
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第一

印象真实记录。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

事》上海解放特辑由上海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上海广播

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摄制。

怎样把上海完整交到人民手中？

《百?大党———老外讲故事》上海解放特辑今起推出
解放日报推出
建党百年特刊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50

100个版面记录中国共产党100?历程

《印迹》

白丽诗
Betty B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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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的白丽诗是一名非
常特殊的“上海人”，她这一生

都与上海紧密相连。 1924年、

1930年， 白丽诗的父母相继

从西方来到上海，而后相识相
爱。 1933年，白丽诗在上海出

生，成为“十里洋场的一名洋
人”，她在上海长大而后断断

续续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半个
多世纪， 遇见了爱情， 嫁给

了一名上海男人， 也见证了

上海从沦陷到解放，从苦难到
新生，从百废待兴到繁荣
昌盛的历程。

    在集中营被日
军关了800?天
在上海市虹口区的家中，白

丽诗与丈夫王正文接受了我们的

采访。

白丽诗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
是上海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的

教师。1941年 12月8日，白丽诗
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刚走进校园

就听到老师在喊：“快回家，战
争开始了！”也就是这一天的早

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
界，一时间，公共租界的大街上

到处都是日本士兵，部分西方国

家的 13岁以上侨民被要求必须
佩戴写有 A、B、N、X 的袖章，分

别代表美国、英国、荷兰和希腊
等国。

白丽诗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阴
影下度过。1943年，日军在太平

洋战场接连失利，对敌国侨民的
政策进一步收紧，把上海的 6000

多名西方人“圈”在多个集中营。
白丽诗和家人被带到龙华侨民集

中营，她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编
号———22/228。

在集中营，白丽诗和家人一
关就是 800多天。王正文彼时也

在上海，他回忆道，集中营外面的
生活更苦，“那时日本在上海施行

保甲制，十人一甲，十甲一保，保
里如果有人反对日本人，被发现

后整个保甲都会被牵连。”王正文
当时在上海住的房屋连窗户都没

有，6平方米的空间挤了 6个人，
夜里甚至有老鼠在舔他的头发。

1944 年 11 月，一批盟军的
战机低空飞过集中营，轰炸了

附近的龙华机场，白丽诗和家

人意识到战争可能快要结束

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白丽诗一家这

才走出了集中营，回到了正常
的生活状态。

一夜醒来发现
解放军在守护学校
随后的三年，白丽诗在上海

美国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幸运地

见证了上海解放的历史瞬间。
“1949年上海解放前，上海美国学

校很多同学都离开了，只剩下我
们 11个人在 5月份毕业。那时我

们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来

了。那一晚我们睡觉时，夜里寂静
无声。5月 27日早上我们从学校

窗外看去，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站在旗杆下，守护着我们。我们感

到很新奇，但老师要求必须认真
完成期末考试，我们只好回到座

位继续考试。”
1949年 7月 6日，为庆祝上

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
头举行盛大游行。人们敲锣打鼓，

扭着秧歌唱着歌，庆祝解放，欢迎
人民子弟兵的到来。“我爸爸的学

生为了参加游行表演，向我爸爸借
了帽子和拐杖，我们一家都去外滩

看游行了。”白丽诗回忆。

解放后的上海在人民政府的
治理下井然有序，从此开启了新

的篇章。1950年，白丽诗离开中
国前往美国。尽管身在海外，白丽

诗却一直关注着中国———这个她
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

白丽诗心心念念想回到中

国，回到家乡上海，于是早早做起
了准备。为了便于将来回到中国

从事外语教育，白丽诗进入韦尔
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学

习，毕业后又去苏格兰读大学教
育系并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改革开放后，白丽诗终于在
1984年再次回到了上海，从此便

扎根于此，一直在上海外国语大
学任教，直至退休。

“和平”是他们
最大的心愿
对比自己儿时记忆中的上

海，白丽诗感叹“变化实在是太大

了”！她还记得 80多年前，她在虹
口区的家附近街道上随处可见面

黄肌瘦的乞丐，而今天马路上的

行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她记忆
中臭气熏天的苏州河也变成了市

民休闲健身的景观带，而这座城
市的面貌与综合实力则发生了更

为巨大的变化。
岁月荏苒，88年就这样过去

了，如今，白丽诗和丈夫王正文仍

居住在虹口区，他们每天一起散
步、追忆过往，一起继续见证这座

城市的成长和巨大的变化。他们
祝愿中国迎来更好的发展，祝愿

上海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这对从战争中走来的老人

深感和平的珍贵，特意一起弹

奏了一曲苏格兰民歌《友谊地
久天长》。

白丽诗说，“世界和平”是他
们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胡彦珣

上海解放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