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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鸿钧电台是上海战役决战前夜，上海地下党和党中央

联系的最关键渠道；也确实是因为发报量大、频率高、耗时

长而被敌特务机构侦察系统锁定。我曾经惋惜当年有必要让

秦鸿钧发那么多电报吗？也想这些电报又是些啥内容呢？经

多年探寻终获知：主要就是反映经济结构、商业版图、大楼

产权、公共设施、医院布局和社会机构、生活资源等情报。

秦鸿钧知道会暴露会牺牲，但仍然义无反顾。秦鸿钧以生命

为代价发出的情报，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解放上海的方针

和如何管理这一远东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以及如何争取民心

如团结工商业者和医疗、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解放后的

斗争如控制物价、打击银元贩子、实施人民币进入社会经济

领域，提供了划时代贡献。解放上海的最高军事首长陈毅在

大部队进入上海之前，就根据秦鸿钧情报作出了解放军睡马

路的决定。他担任上海首任市长后，还根据秦鸿钧的情报进

行了出色的经济决策和战略部署。秦鸿钧牺牲后，他的经济、

社会情报继续为人民服务了七年。在 1956 年，秦鸿钧情报

完成了历史使命。国务院在这一年成立了两个重要研究机构：

上海历史研究所和上海经济研究所，由秦鸿钧的战友筹备并

留存了其情报供研究。

如上海经济研究所，就根据秦鸿钧电台的档案遗产进行了

沙逊集团、怡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和杨树浦发电厂等项目研

究，为上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历史

研究所则对行政区划、市井弄堂、市民阶层和文化资源进行了

多课题深入分析，为上海留存文化遗产、新建项目立项、城市

区划调整、红色遗痕考证等工作做出了足以告慰先烈的贡献。

1958 年 9 月，国务院再批准在经济所、历史所等机构基础上组

建上海社会科学院！

而秦鸿钧情报所提及的主要大厦、公寓和别墅，在上海解

放初期都回到人民怀抱。这些资产的主要用途就是：新政府机

构的办公场所、新型的居民区设置、学校场地、文化场馆和商

业经营场所。很多设施的功能在上海解放初期维持至今；有的

因实地变化形成新街区的更新活力：或成为新型红色基因传承

地、或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枢纽。这在徐汇区天平街道辖区内

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一辖区作为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核心区域，

正是城市行走的热门地！

2021 年 5 月即百年风华之际，为纪念秦鸿钧先烈，天平德

育圈在韩慧如同志担任过校长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了秦

鸿钧中队，我发现并结识了先烈的曾孙秦翊凯。如今秦同学已

经四年级，校长陆培贤告知秦鸿钧中队已经是第二届，而秦同

学是副中队长。秦鸿钧中队为迎接上海解放七十五周年，联合

天平街道团委和八院团委一起行走历史风貌区。我为其城市行

走推荐的主要经典建筑是：建国西路 570 号上海机关建国幼儿

园主楼（原汪精卫寓所、解放初被直接没收兴办幼儿园），乌

鲁木齐南路 178 号夏衍旧居和草婴书屋（原是霸占长江商业运

输业务的英资航运企业老板别墅），汾阳路 79 号上海工艺美术

博物馆（上海解放前为白崇禧别墅），以及近年进行修缮保护

的钱壮飞旧居（嘉善路 117 弄 24 号）、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嘉善路 140 弄 15 号）和瞿秋白旧居（汾阳路 64 弄 10 号），

足以深情缅怀！（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研究员、天平德育圈发起人）

　　如上海经济研究所，就根据秦鸿钧电台的档案遗产进行了
沙逊集团、怡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和杨树浦发电厂等项目研究，
为上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徐汇区嘉善路街区近日即景。

夏衍旧居：原为建于1932年的英商别墅，由邬达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