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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河桥进校，在约大交谊室宿营扎寨，建立起解放军在沪第一

个指挥中心。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 1949 年 2 月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南下到达徐州时，陈毅就指示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

后来曾担任华政副院长的曹漫之起草入城纪律。曹漫之根据指

示，主持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将“不住民房店铺，

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写在第二条。入城纪律在得到

总前委同意后，上报党中央，毛泽东电报批示，连用四个“很好”。

1949 年 4 月 1 日，第三野战军正式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十

项守则》。 5 月 25 日，部队进入上海市区，露宿街头、不入民宅。

严守纪律的人民解放军赢得了当时上海500万人民的热烈拥护。

如今，通向苏州河南岸的那座木桥已不复存在，交谊楼门

外的建筑铭牌上刻着的“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依然醒目。

一栋老楼，一段记忆。还有韬奋楼、40 号楼、东风楼等 27

栋建筑组成了中西合璧、格局完整的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群。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学专家郑时龄教授曾这样评价，“圣

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是我国具有鲜明特点的一批近代建筑，

具有很高的建筑文物保护价值。

围墙消失的背后

从 2018 年上海提出启动实施第四期苏州河环境综合治理，

逐步实现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到 2020 年底，苏州河 42

一栋老楼，一段记忆

在历史与现状碰撞的过程中，大学往往是最先开始的地方。

1879 年，圣约翰大学诞生，初名圣约翰学院，1905 年更名。

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在诸多方面开创了中

国新式高等教育之先河。

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近代中西思想风云际会之地。在这

座校园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教育文明也曾激情碰撞。一批

有着家国情怀、放眼看世界的有志青年在这里读书。华东政法

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虞潇浩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苏州河

边的大学校园与苏州河共同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成长，共同

见证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的形成，同时也蕴含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相互交

融的城市文脉。”

从五四运动开始，圣约翰大学的校园内，就活跃着一批积

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师生。这里的每块砖瓦、每片斑驳，

都讲述着红色故事，传承着红色基因。

六三楼于 1939 年筹建，落成后称为斐蔚堂，1951 年 3 月

为纪念 1925 年该校的“六三”爱国壮举而改名。1925 年，帝

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6

月 1 日，圣约翰大学的师生向校方提出要停课，集会降半旗，

悼念在五卅惨案中遇难的中国同胞。约大美籍校方明确拒绝了

学生的请愿，学生与校方发生激烈冲突。6 月 3 日，师生们在

斐蔚堂前升挂中华民国国旗，到大会堂集会，会毕又返旗杆处，

但国旗已被撤去。师生们都感到非常失望，大呼“中华万岁”，

其中 553 名学生和包括孟宪承在内的 17 名爱国教员登报宣示永

远与约大脱离关系，愤然离校。离校的师生，在社会各界赠款

捐地的资助下，取中华民族如“日月光华”之意，组建了光华

大学。约大师生“六三”壮举，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民

族气节。

1938 年，圣约翰大学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1945 年，圣

约翰大学成立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可以说，在整个解放战

争时期，约大校园已经成为了上海学生运动的堡垒，学生地下

党组织发展得较为成熟。

这也让 1929 年落成的交谊楼成了华政校园内另一处重要的

红色地标。1949 年 5 月 27 日是上海解放日。5 月 26 日凌晨，

陈毅司令员带着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就是从这幢楼后面的苏

六三楼为纪念 1925 年“六三”爱国壮举而改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