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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陈
振
新

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
导下，经过
28年艰苦卓
绝的斗争，
1949年10月
1日，中国人
民梦寐以求
的新中国终
于诞生了，
陈望道作为
中国共产党
最早的党员
之一，在这
新中国诞生
的日子里，
心潮澎湃，
全身心地投
入到各项工
作之中。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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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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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子
里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
上海解放前，陈望道因为首译

《共产党宣言》多次遭遇国民党的

迫害，现在上海解放了，他无比兴

奋，以百倍的精力投入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各项工作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8

月上海市军管会任命陈望道为复

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9月

11日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召开

第一次理事会，陈望道当选为协

会主席。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

协会在北京成立，陈望道当选为

理事。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

成立，陈望道被任命为委员。

次年4月，陈望道出任华东军政

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兼文化部部长。

在出任华东文化部部长期

间，陈望道入住复兴中路新康花园，因为

那儿离文化部办公地点很近。白天陈望道忙

于文化部的日常工作，接见文艺界人士，参

与媒体活动等，晚上还要去文化部审查新拍

的电影。

1949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陈望道配合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李正文，带领全

体校务委员，着手对旧复旦的接管。

他在对旧复旦实行接管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让在上海解放前夕因遭受国民党当局迫

害而离校的师生返校复职和复学；第二件事

是，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在1950年进行了

第一次院系调整；第三件事，在校务委员会

上建议并通过了以上海解放日 （5月27日）

作为新复旦的校庆日。之后，校务委员会又

续聘和新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

如：冯雪峰、唐弢、李健吾、徐铸成、刘佛

年、陆诒、倪海曙、周有光等，以充实学校

师资力量。接着逐步调整了院、系两级的领

导班子。为集中精力搞好校务委员会的领

导工作，陈望道自己辞去了文学院院长、

新闻系主任的兼任职务，另聘恽逸群为新

闻系主任。

1949年底，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后的爱

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

专设了政治学习委员会。之后，学校为了提

高全校教职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设立

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并暂时决定开设辩证唯

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

学四门课程。为把复旦大学办成真正的人民

最高学府，实现从旧大学到新大学的转变，

陈望道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从1951年开始

推行集体教学制度，建立了在系主任领导下

的教学组织——学科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

组），并责成各系科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由系主任督促检查教学计划的执行。为

了加强全校的图书管理，校务委员会还下设

了专门的图书委员会。1951年，陈望道带

领校务委员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投入到

建立新复旦大学的各项活动中。

在1949年—1952年陈望道受命接管复

旦大学的日子里，他几乎主持了全部校务委

员会的常委会议和全体委员会议，主管着学

校的一切行政事务。为整顿和恢复正常的教

学秩序，他实行了多项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

的改革。他还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的建设，由

于陈望道对学校档案建设的重视，复旦大学

文书档案室至今还完好保存着全部的文书档

案。陈望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现对旧

复旦的接管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恰逢陈望

道诞辰133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北上参加大会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天亮了！陈望道看到自

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感到无比

的欣慰，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新中国诞生前后那

百废待兴的日日夜夜。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复旦大

学的陈望道、倪海曙和上海地区的袁雪芬、张乐平、白杨

等作为华东地区代表团的成员，于6月底动身北上，代

表团团长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任教时的学生冯雪

峰。

代表团启程当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

市军管会主任陈毅特地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奏

军乐、放鞭炮，气氛十分热烈。次日清晨专列到

达南京，南京市军管会招待全体代表入住休

息。傍晚，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又设宴招待

了大家，饭后渡江到浦口乘车，沿津浦铁路线北

上。当时因为没有长江大桥，加之战争对路桥的

破坏，从上海到北平的行程整整走了四天三夜，

代表们一路上谈着解放前夕与国民党斗智斗勇

的故事、解放后国家建设急需考虑的问题，丝毫

不觉得疲惫。被称为老夫子的陈望道，穿着一身

长衫，微笑着在一旁听着大家聊天，同行的画家

张乐平迅速拿起笔记下了这难忘的瞬间，画家不

但署名并留下了陈望道的签名。

7月1日到达北平后，陈望道与少数老年代

表入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其他代表则入住前

门外大栅栏留香饭店。这次会议开了近三个星期，除了

成立了全国文联组织外还成立了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

协会。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周恩来副主席作了长达

六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使陈望道难忘的是周副主席对文

艺界老前辈的无比关爱和尊重。记得在1940年，周恩

来去北碚复旦大学看望陈望道等民主人士前，就曾征求

陈望道先生意见，如何见面为好。这次报告之前，不但

特别对文艺界老前辈来参会表示热烈欢迎更是特地招

呼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会议期

间，每位代表都拿到了会议赠送的一套灰布中山装和一

套文艺丛书，陈望道爱不释手，灰色中山装从此成了他

平日最爱穿的服装。

7月底，陈望道启程回上海。在返回途中，8月

1日《新华日报》报道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毅

主任、粟裕副主任签署的命令，命令云：“兹派张志

让、陈望道、卢于道、周谷城、潘震亚、章靳以、章益、

胡曲园、张薰华等15人为国立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张志让为主任委员，陈望道为副主任委

员 ”， 由 于

张志让主任

此时已经去

北平另有安

排，陈望道

义不容辞地

带领校委会

全 体 成 员 ，

配合军管会

代 表 李 正

文，实现了

对旧复旦大

学的接管。

见证新中国成立
回到上海后，陈望道在实现对旧复旦

接管的同时，还为筹备成立上海新文字工

作者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基础上，9

月4日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陈望道

作为主席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辞。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如期在北平举行，全国各地

代表662人参会，这些代表由总部代表、区

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五

大类人士组成，宋庆龄、陈望道等75人作

为特邀代表名列其中。因此，9月中旬，陈

望道应邀再次北上参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召开第二天，经主席团提议，设立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

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整理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整

理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

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

会等六个委员会，陈望道为宣言起草委员

会委员。

在21日—30日会议期间，全体代表代

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

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

年、国歌、国旗四个重要的决议，选举确定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陈望道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于10月1日登上

天安门城楼参与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

的成立。

曙光来临之前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后，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并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23日攻克南京。25日解放军南下兵临上海，行

将灭亡的国民党孤注一掷疯狂逮捕爱国民主人士，26

日深夜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被

捕，陈望道也在黑名单中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为此，根据地下党同志的安排，陈望道先躲到了市

区舒宗侨家中，地下党得知陈望道已转移到市区以后，

为了便于陈望道隐藏身份还特地为他弄来了一张假身

份证，上面贴有陈望道本人照片但用的却是化名，假身份

证通过舒宗侨交到了陈望道手中。此后陈望道又转移到

香山路15号甲三楼的徐良义（舒宗侨好友）家中。就在

陈望道与舒宗侨一起暂住徐家期间，一日，陈望道忽见在

复旦训导处工作的范姓女子在前楼弄内出现，正探头探

脑地打听什么，便立即警觉起来。陈望道意识到此处可

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当即拿起桌上的帽子戴在头

上，把帽檐压得低低的，迅速下楼从后门出去了。此后，

陈望道转移到复兴中路1257号银行实业家叶波澄家

中。叶波澄是一位同情共产党、支持民主革命的有正义

感的爱国民主人士，曾出资合办进步书店，资助郭沫若、

陈望道等赴内地路费。陈望道在叶家四楼住了一个多

月，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复旦自己的家中。

▲     年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陈望道被

任命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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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月底，华东地区代表团成员动身北上参会时合影（前

排穿深色长衫手拿礼帽者为陈望道）

▲

画家张乐平

为陈望道画的

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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