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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祖 康 与 上 海 解 放

陈 伯 强

在中国革命史上
,

为创建新中国
,

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
、

英勇奋斗
,

一大批爱国民主

人士也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
。

赵祖康同志原是一位公 路专家①
,

因为有过担任原国民党上海

市末任代理市长而任期仅仅只七天这样一段特殊经历
,

一度成为传奇式的人物
。

这段经历
,

使他与上海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他对上海的解放是有一定功劳

的
,

同时上海的解放也使他自己彻底地获得了新生
。

1 9 4 9年 4 月 21 日
,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率领下横渡长江
,

23 日解放南京
,

5 月 3 日解放杭州
,

12 日开始了解放大上海的外围战斗
。

毛泽东主席及时给 三野 发出 了指

示
: “

打上海
,

要文打
,

不要武打
。

不仅要军事进攻
,

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
。 ”

②为此
,

我党上

海地下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

此时
,

原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

祯早 已逃往台湾
。

逃
·

离前
,

他指派原市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
。

赵祖康向陈良提出辞去工务

局长职务的呈文
,

但未被批准
。

5 月下旬
,

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包围圈缩小了
,

国民党守军狼

狈溃退
。

.

陈良惊恐万状
,

决定逃离
,

在他想逃离时把代理市长职务交给赵祖康
。

他认为
,

赵

祖康仅是一名普通国民党员
、

工程技术人员
,

在党内无政治派系
,

在同仁中无恩怨
,

易被接

受
。

我地下组织获得了这个重要情报后当机立断
,

决定鼓励和支持赵祖康接受这个职务
,

以利

于尽可能减少国民党军演逃时造成的破坏
,

以利于解放上海后顺利地进行对 旧市府的接管
。

这样
,

赵康祖就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经历 了不平凡的七天七夜
。

5 月 2 3日
,

整个上海笼罩在自色恐怖之中
,

捉拿共产党入和政治嫌疑犯的
`

飞行堡垒
”

(普

车 )满街横行
。

赵祖康利用上班时间搜集了电力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名单
,

并秘密地拟写了《徐

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
,

天黑后去友人曹石俊家与我党地下人员田绥祥接头
,

把 上 述 材

料 交 给 了 他

。

我 党 明 确 向 他 提 出 了 三 点 要 求

:
第 一

,

坚 守 岗 位

,

设 法 维 持 好 银 行

、

交 通
,
第

二
,

保 护 好 财 产 和 档 案
,
第 三

,

准 备 好 办 理 移 交

。

深 夜

,

陈 良 突 然 召 见 他

。

赵 祖 康 以 为 自 己

的 秘 密 活 动 被 发 觉

,

即 将 大 祸 临 头

,

思 想 上 作 了 牺 牲 的 准 备

。

陈 良 首 先 向 他 出 示 了 何 应 钦 的

一 封 信

,

信 中 讲 到 南 京 溃 退 时 秩 序 很 混 乱

,

希 望

“

上 海 必 要 时 要 维 持 秩 序

” 。

陈 良 解 释 说

,

何 应

钦 的 意 思 是 可 以 停 止 抵 抗

,

向 中 共 办 理 移 交

,

接 着 就 直 接 提 出 了 要 他 代 理 市 长 职 务

。

赵 祖 康

这 才 如 释 重 负

,

稍 加 推 诱 之 后

,

就 顺 势 同 意 了

。

陈 良 当 即 写 了 委 任 的 手 令

,

并 叫 秘 书 长 郑 瑜

把 用 红 布 包 裹 着 的 上 海 市 政 府 大 印 一 颖 和 市 长 小 方 印 一 颗 交 给 了 赵 祖 康

。

就 这 样

,

在 战 乱 中

,

上 海 市 的 政 权 落 到 了 赵 祖 康 的 手 里

。

5 月 2 4 日上 午
,

陈 良 召 集 局 长 会 议

,

正 式 宣 布 由 赵 祖 康 代 理 市 长

,
·

接 着 根
据
各 人
去 留 的

意
愿
宣
布
了
各
局

、

处 主 管 人 员 名 单

:

秘 书 处 长 郑 瑜

,

代 理 总 务 处 长 汤 子 文

,

人 事 处 长 吴 柔 生

,

新 闻 处 长 邵 叔 嘉

,

代 理 会 计 长 张 恒 源

,

代 理 统 计 长 于 峻 源

,

调 查 处 长
(暂 块 )

,

机 要 室 主 任 郑

珍 (兼 )
,

外 事 室 主 任 董 寿 明

,

代 理 民 政 局 长 王 微 君

,

地 政 局 长 沈 振 家

,

代 理 教 育 局 长 郑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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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
.

代 理 社 会 局 长 张 振 远

,

财 政 局 长 汪 维 恒

,

代 理 警 察 局 长 陆 大 公

,

卫 生 局 长 李 穆 生

,

工

务 局 长 赵 祖 康
(兼 )

,

公 用 局 长 刘 锡 祺

。

最 重 要 的 是 警 察 局 长 一 职

,

原 局 长 毛 森 兼 任 淞 沪 警 备

司 令 部 执 法 处 处 长

,

残 杀 过 许 多 革 命 人 民

,

正 准 备 逃 离

。

我 党 地 下 人 员 正 努 力 争 取 陆 大 公 接

任

。

因 此

,

赵 祖 康 力 主 由 陆 大 公 代 理 誉 察 局 长

。

户
后

,

株 良 同 赵 祖 康 一 起 到 设 在 苏 州 河 北 边

的 警 备 区 大 楼 找 国 民 党 军 淞 沪 警 备 司 令 陈 大 庆 和 京 沪
杭 卫 戌 司 令 长 官 汤 恩 伯

。

汤 恩 伯 已 不 在

,

赵 祖 康 向 陈 大 庆 提 出

,

守 军 撤 退 时 勿 与 共 军 太 接 近

,

以 减 少 冲 突

。

傍 晚

,

枪 炮 声 渐 剧

,

陈 良

和 毛 森 等 枪 惶 逃 离 了 上 海

。

赵 祖 康 立 即 去 拜 访 当 时 任 市 救 济 委 员 会 主 任 的 颜 惠 庆

。

颜 惠 庆 是

政 界 著 名 人 士

,

曾 出 任 国 民 党 政 府 驻 苏 联 大 使

,

1 9 4 9年 力 主 国 共 和 平 谈 判
, 3 月 间 亲 赴 华 北

拜 会 毛 泽 东 主 席
。

他 明 确 表 示 支 持 赵 祖 康 代 理 市 长 的 工 作

,

并 幽 默 地 鼓 励 说

: “

小 孩 子 是 娘 肚

子 里 产 生 的

。

你 有 娘 肚
子

。 ’

是 夜

,

人 民 解 放 军 占 领 了 苏 州 河 以 南 市 区

,

赵 祖 康 在 市 府 通 霄 与

各 方 联 系

,

尽 力 防 止 国 民 党 军 替 制 造 混 乱

。

零 点 三 十 分 左 右

,

解 放 军 北 路 部 队 进 入 了 长 宁 区

,

南 路 部 队 进 入 了 常 熟 区

。

赵 祖 康 命 令 各 警 察 分 局

`

确 实 维 持 秩 序 和 治 安

’ ,

可 以 向 解 放 军 缴 戒

投 降

。

凌 晨 三 点

,

市 府 电 话 线 路 全 部 被 切 断

。

5 月 2 5 日上 午
,

苏 州 河 南 部 解 放

。

下 午 一 时

,

座 落 在 汉 口 路 四 川 路
口

的 旧 市 府 大 厦 屋 顶

扯 起 了 白 旗

。

二 时 半

,

赵 祖 康 按 约 定 时 间 到 李 思 浩 家 会 见 了 中 共 华 东 统
战 部 人 员 李 公 然 等 人

。

李 思 浩 字 赞 侯

,

时 任 市 救 济 委 员 会 委 员

,

曾 任 北 洋 政 府 财 政 总 长

,

是 政 界 知 名 人 士

。

李 公 然

与 赵 祖 康 商 妥 了 八 个 问 题

:

第 一

,

接 收 机 关 以 军 事 管 制 委 员 会 所 派 人 员 并 备 有 证 明 文 件 者 为

限

,

其 余 一 律 拒 绝 移 交
,
第 二

,

维 持 治 安
,
第 三

,

保 证 水 电 供 应
,
第 四

,

旧 市 府 人 员 各 守 岗 位

照 常 工 作

,

保 管 好 档 案 财 物

,
第 五

,

妥 善 保 存 户
口

册 和 地 籍 册
;
第 六

,

恢 复 公 共 交 通
;
第 七

,

动 员 银 行

、

商 店

、

工 厂 复 业 复 工

,
第 八

,

补 发 市 府 员 工

、

警 察
5 月 分 未 发 的 工 薪
。

在 这 之 后

,

赵 祖 康 又 会 见 了 陈 铭 枢 等 人

,

陈 铭 枢 表 示 支 持 他 工 作

,

并 嘱 其 与 民 革 中 央 取 得 直 接 联 系

。

晚

间

,

赵 祖 康 按 照 茅 以 升 的 意 见

,

首 批 释 放 了 四 百 多 名 政 治 犯

。

此 时

,

苏 州 河 北 的 百 老 汇 大 楼
(现

上 海大 厦 )
、

河 滨 大 厦
(现 市第 一人 民 医院 ) 和邮 电大楼 等处 仍 有国 民党军 残部 盘踞顽 抗

,

赵 祖

康 一 再 与 他 们 联 系

,

令 其 迅 速 投 诚

。

他 彻 夜 未 眠

,

抬 头 仰 望 窗 外

,

东 方 已 经 破 晓

。

5 月 2 6 日上 午
,

赵 祖 康 召 集 局 长 会 议

,

布 置 了 上 述 八 项 事 宜

。

此 时

,

陈 毅 派 出 熊 中 节 带

领 一 个 小 组 到 旧 市 府 接 触 了 解 情 况

。

熊 中 节 见 到 赵 祖 康

,

出 示 了 盖 有 军 管 会 主 任 陈 毅 印 信 的

命 令

: .

着 总 务 处 熊 处 长 前 往 旧 市 府 布 置 有 关 接 收 事 宜

,
、

并 通 知 原 负 责 人 作
应
有 准 备

” 。

下 午 三

时

,

人 民 解 放 军 开 始 警 卫 和 监 督 旧 市 府

。

赵 祖 康 又 与 人 民 解 放
军 一 起 去 解 决 国 民 党 军

2 04 师残

部在娜电大楼负用顽抗的间题
,

赵 祖 康 命 令 他 们 立 即

“

光 荣 投 降

” 。

该 残 部 人 员 要 求 保 持 作 为

军 人 的 薄 严

,
’

我 人
民
解 放
军
明 确 表
示
决 不 侮
辱
其 人 格

。

经 两 小 时 说 服 教 育

,

该 部 终 于 挂 出 了

白 旗

。

河 滨 大 厦

、

百 老 汇 大 楼 及 屠 宰 场 一 带 国 民 党 军 残 部 也 先 后 缴 戒 投 诚

。

苏 州 河 北 遂 告 解

放

。

5 月 2 7 日
,

军 管 会 秘 书 长 周 林 带 领 人 员 进 驻 旧 市 府 大 厦

,

在 赵 祖 康 协 助 下

,

分 别 进 入 各

办 公 室 工 作

。

周 林 宣 布

,

对 旧 人 员 将 包 下 来

,

希 望 大 家 照 常 上 班

。

晚 间

,

赵 祖 康 应 邀 出 席 中

共 华 东 联 络 部 举 办 的 茶 会

,

会 见 了 许 多 在 各 自 岗 位 上 坚 持 斗 争 的 爱 国 民 主 人 士

。

连 续 几 天 几

夜 的 紧 张 忙 碌

,

赵 祖 康 已 十 分 疲 劳

,

但 此 时 此 刻 的 心 情 却 格 外 兴 奋

。

5 月 2 8 日
,

这 是 赵 祖 康 一 生 中 最 难 忘 的 一 天

。

下
午
三 时

,

陈 毅 以 上 海 市 市 长 身 份

,

曾 山

、

潘 汉 年

、

韦 忽 以 副 市 长 身 份 到 旧 市 府 举 行 正 式 接 管 仪 式

。

陈 毅 端 坐 在 市 长 席 上

,

由 熊 中 节 引 进

赵 祖 康 对 面 坐 下

。

陈 毅 致 词 时 说

: “

赵 祖 康 先 生 保 存 了 旧 市 府 的 关 防 印 信 文 书 档 案 等

,

这 种 行

动 深 堪 嘉 许

。

期 望 今 后 努 力 配 合 做 好 市 政 府 的 接 管 工 作

。 ”

随 后 陈 毅 询 问 了 关 于 陈 良 出 走 等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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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祖 康 一 一 如 实 报 告

。

仪 式 完 毕 后

,

举 行 旧 市 府 人 员 大 会

。

陈 毅 在 讲 话 中 庄

严 宣 布

: “

上 海 解 放 了
!
”

他 说

:
诸 位 朋 友 没 有 离 开 上 海

,

我 们 表 示 欢 迎

。

上 海 是 百 年 来 帝 国 主

义 侵 略 与 奴 役 中 国 人 民 最 大 而 又 最 顽 固 的 堡 垒

,

是 国 民 党 反 动 统 治 和 压 迫 中 国 人 民 的 主 要 墓

地

。

解 放 上 海

,

是 帝 国 主 义 在 华 侵 略 势 力 的 破 产

,

是 国 民 党 反 动 统 治 的 灭 亡

,

是 翻 天 极 地 的

革 命 胜 利

。

从 今 天 开 始

,

上 海 己 成 为 人 民 的 城 市

。

诸 位 大 多 受 过 高 等 教 育

,

要 深 切 了 解 解 放

军 胜 利 的 意 义

。 `

逆 水 行 舟

,

不 进 则 退

” ,

希 望 旧 市 府 各 级 人 员

,

服 从 命 令

,

共 同 做 好 接 管 l

作③
。

大 会 结 束 后

,

陈 毅 又 同 赵 祖 康 亲 切 交 谈

,

询 问 了 解 决 苏 州 河 北 三 座 大 楼 缴 械 的 经 过

。

陈 毅 感 慨 地 说

:
我 已 经 下 命 令 给 我 军 不 要 再 向 守 敌 开 火

,

这 也 是 为 他 们 好 嘛
! 但 他 们 还 顽 抗

,

致 使
我 军 一 些 战 士 遭 到 牺 牲

,

他 们 这 样 做 太 不 应 该 了

。

我 们 的 战 士 严 守 纪 律

,

是 多 好 的 人 民

战 士 呀

,

最 后 时 刻 为 解 放 上 海 献 出 了 自 己 宝 贵 的 生 命
! 赵 祖 康 听 罢 感 动 万 分
。

陈 毅 临 别 时 诚

恳 地 鼓 励 他

: “

赵 先 生

,

我 相 信 我 们 是 一 定 能 很 好 合 作 的
!
’

④从 此
, 5 月 28 日就定为上海市的

解放纪念 日
,

这 也 是 赵 祖 康 彻 底 获 得 新 生 的 纪 念 日

。

5 月 2 9 日
,

赵 祖 康 精 神 焕 发 地 到 红 旗 招 展 的 新 市 府 大 厦 上 班

,

与 潘 汉 年 一 起 处 理 了 许 多

公 务

。

下 班 后 他 去 拜 访 了 颜 惠 庆

、

陈 铭 枢 等 人

,

感 谢 他 们 的 友 好 支 持

,

叙 述 自 己 见 到 了 久 已

敬 仰 的 陈 毅 司
令

员 的 激 动 心 情

。

5 月 3 0 日
,

赵 祖 康 把 市 府 的 印 信 移 交 给 了 新 市 府 秘 书 长 周 林

,

结 束 了 七 天 七 夜 代 理 市 长 的

职 务

。

这 天

,

陈 毅 又 在 百 忙 之 中 同 他 畅 谈 了 二 十 分 钟

。

赵 祖 康 讲 了 许 多 关 于 市 政 建 设 的 设 想

,

得 到 陈 毅 热 情 的 支 持

。

赵 祖 康 想 离 开 政 界 去 教 书

,

认 真 学 习 革 命 理 论

,

提 高 政 治 觉 悟

。

陈 毅

恳 切 地 希 望 他 仍 担 任 工 务 局 长

,

边 工 作 边 学 习

。

赵 祖 康 优 虑 避 难 在 福 州 的 老 母 和 妻 儿

,

提 出 可

以 先 工 作 但 正 式 任 命 等 福 州 解 放 后 再 发 表

。

陈 毅 很 体 谅 他 的 心 情

,

立 即 同 意 了

。

赵 祖 康 十 分

感 激

。

8 月 1 7 日
,

福 州 解 放

, 1 8 日
,

上 海 市 政 府 正 式 公 开 发 表 了 赵 祖 康 担 任 市 人 民 政 府 工 务

局 长 的 任 命

。

在 解 放 上 海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

赵 祖 康 和 陈 毅 结 下 了 深 厚 的 友 谊

。

陈 毅 让 他 赴 北 京 参 加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开 国 大 典

,

并 同 他 一 起 亲 赴 浦 东 高 桥 海 扩 投 入 紧 张 的 抢 险 斗 争

。
1 9 5 4年 赵 祖

康 光 荣 地 被 选 为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

出 席 了 第 一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
1 9 5 9年 开 始

,

他 被 选 为 历

届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副 市 长

。

陈 毅 逝 世 后

,

赵 祖 康 一 直 深 情 地 怀 念 着 这 位 杰 出 的 中 共 领 导 人

。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后 他 被 选 为 上 海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

同 时 还 担 任 了 民 革 中 央 副 主 席

、

民 革 上 海 市 主 任 委 员 等 职 务

。

现 在

,

他 虽 已 是 笔 截 之 年

,

但 仍 精 神 里 拣

,

继 续 在 为 祖 国 四 化

作 贡 献

。

附 录

:

赵 祖 康
1 9 4 9年 5 月 日记 摘 抄 (原 文 无 标 点 )

23 日 (星 期一 ) 下 午拟 接 收上 海市 公 用事业 计 划大要
。

五 时 宋 名 适 ⑤ 来 报 告 电 力 公 司 重

要 技 术 人 员 姓 名
。

六 时 赴 石 俊 处 与 钱 君
⑥ 洽 谈
。

深 夜

,

陈 市 长 ⑦邀 赴 市 府
,

坚 嘱 在 其 出 走 后

,

由 余 代 理 市 长 职 务

,

自 一 时 半 谈 至 三 时

。

24 日 (星 期二 ) 晨陈 市 长邀集 各 局长 表示 请余 代理 并 决定 各局 处主 管 留或 离
。

又 与 市 长

,

毛 森 们 决 定 派 陆 大 公 为 警 察 局 副 局 长

。

两 访 颜 大 使 ⑧
,

请 维 持 上 海

,

颜 表 示 支 持 余 代 理 市 长 职

务

。

夜

,

近 郊 战 事 益 剧

。

十 二 时 半

,

陆 大 公 电 话 报 告

,

解 放 军 占 领 苏 州 河 南 市 区

。

告 曹 察 分 局

。

与 陈 大 庆 陈 市 长 通 电 话

。

25 日 (星期 三 ) 苏 州河 南解放
。

晨 即 访 颜 大 使

,

晤 李 赞 老 ⑨ 及 刘 白
,

用 赴 市 府 安 定 人 心

。

转 李 寓 晤 中 共 人 员 李 公 然

,

谈 移 交 要 点
屯

石 俊 及 钱 君 来 访

。

访 刘 锡 棋 嘱 即 恢 复 电 车 汽 车 交 通

,

夜 忙 于 电 话 洽 公 务

。

午 后 在 李 寓 吃 点 心

。

陈 真 如 L
、

李 家 友 来 访

。

下 午 六 时 在 市 府 晤 瑞 士 领

1 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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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星期四 ) 赴 民政 局@ 召集各局局长谈话
,

决 定 移 交 办 法 及 商 其 他 事 项

。

赴 李 赞 老

处 奋 晤 中 共 军 事 联 络 人 刘 光 辉 及 艾 国 潘

、

杨 志 雄 等

。

下 午 三 时 中 共 晨 钟

、

钱 ?( ) 明
、

宋 启 荣 来

拼 卫 监 借 市 府

。

二 时 至 四 时 半

,

与 刘 光 辉

、

王 裕 光 解 决 邮 政 大 楼 国 军 光 荣 投 降 事

。

茅 师 L 来

商 释 放 学 生 事
,

又 介 绍 中 共 师 部 邵

、

罗 两 委 员

,

并 以 联 络 部 证 件 一 件 授 予

。

27 日 (里 期五 ) 钱 君来 谈
。

开 各 局 处 会 报

。

与 晨 钟 洽 接 收 事

。

郑 瑜 因 企 图 毁 灭 一 部 分 档

案 被 描

。

午 趁 周 浩 泉 处 晤 郭 春 涛

。

王 一 济 介 绍 钱 立 来 谈

。

晚 赴 华 东 联 络 部 吴 滨 沐 茶 会

,

有 丁

贵 堂

、
沈 振 家 等

,

晤 陈 博 明 及 汤 君

。

28 日 (星期六 ) 下 午三 时陈 毅
、

曾 山

、

潘 汉 年

、

韦 想 到 市 府 接 收

,

先 请 余 接 谈

。

陈 表 示

好 感

,

要 我 继 续 工 务 局 事

。 `

我 们 一 定 很 能 合 作 的

’ 。

用 由 潘 与 各 局 长 谈 话

,

韦 与 市 府 各 处 长 谈

话

。

余 向 陈 述 数 日 来 交 涉 邮 政 大 楼

、

河 滨 大 厦 缴 械 情 形

。

R ob e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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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
。

29 日 (星期 日) 上 午 访颜 大使致 谢 意
。

到 市 府 与 潘 汉 年 等 洽 公 务

。

午 茅 师 请 餐 叙 商 科 联

事

。

下 午 访
陈
良 夫 人

,

张 菊 生

、

张 麓 成

、

宋 君

、

潘 汉 年

、

徐 寄 顾

、

刘 念 智

,

晤 念 义

、

念 礼 等

。

夜 访 李 赞 老 请 协 助 营 救 潘 公 皓

。

回 访 陈 真 如

,

晤 何 丹 戈

、

李 家 友

`

.

30 日 (星 期一 ) 与陈 毅市长 畅 谈廿分 钟
,

告 以 余 最 好 不 再 长 工 务 局

,

但 愿 学 习 研 究 新 民

主 主 义 两 个 月

,

又 谈 及 都 市 计 划

。

访 尤 德 绮 询 福 州 情

。

市 府 印 信 移 交 周 霖 @ 派员启收
。

余 之

代 长 任 务 可 说 终 了 矣

。

补 派 陆 大 公

、

王 微 君

、

张 振 远 等 事 待 洽

,

未 解 决

。

注
热

0 徐盈
: 《当 代 中 国 实 业 人 物 志 》

,

上 海 中 华 书 局 印 行

,

19 4 8年 2 月
。

⑧ 陆治
: 《 郭 化 若 将 军 谈 上 海 之 战 》

,

《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
,

1 97 9年 5 月
。

⑧ 周 林
: 《 接 管 上 海 大 事 纪 实 》

,

《 上 海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
,

1 9 84 年 5 月
。

公 据 赵 祖 康
日 记

’

⑧ 当 时 中 国 技 术学 会 负 责 人
.

⑧ 即 田 缓祥
。

⑦ 即 陈 良
。

⑧ 即颇 感庆
。

⑧ 即 李 思 浩
。

0 即陈铭枢
。

0 应是设在比乐中学内的地政局
。

@ 即茅以升
。

@ 系美国《 时 代 》 和 《生 活 》 杂 志 记 者

Q 即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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