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解放了!对郑家来说!本应是团

聚欢乐的日子!其实不然!因为郑家的长

子郑大方!!"#"年 !$岁时参加新四军!%&

岁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 次子郑仲芳!长

期在上海坚持斗争" 多年不知家人音讯的

郑国芳!还曾四处打听二哥消息"

完成接管任务!即将离开上海前!郑国芳

才被获准回家!和父母匆匆见了一面"由于工

作性质规定!必须有一位同志陪同回家!见面

时间仅 '小时" 那天!他兴冲冲赶往石门二路

()(弄 *+号的家" 离家时!才五六岁的小妹

郑雪英已不认识眼前的三哥!倒是二妹郑国

英一下认出他!兴奋地奔向楼上告诉父母"

郑国芳和郑仲英说!见到多年没回家的

儿女!父母并不喜形于色!他们的表现犹如儿

女下班回到家"朴实的父母!一直认为儿女们

投身革命理所应当"

在儿女心目中! 母亲曾英是位伟大的

女性!即使收到大儿子牺牲战场的消息!她

还是毅然将其他儿女送入革命队伍# 得知

次子从事的工作!随时可能牺牲时!她依然

让他在家召开秘密会议!并为其掩护"受哥

哥姐姐们的激励!'","年 +月!'*岁的郑

国英和 '&岁的郑雪英也参加了解放军"

曾英在解放初期就出来工作! 她是上海

第一代居委会主任" 上世纪 *)年代两次出席

全国烈士$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人们亲切地称这位%曾大姐&是英雄母亲"

70年前的上海，
有这样一个家庭，妈
妈被人称作英雄母
亲，她把七个儿女都
送上了战场。老大在
抗日战争中牺牲，老
二是中共上海地下党
员。家里另外的三兄
妹、堂哥、表哥都是解
放军军管会的接管干
部。他们中有人乘坐
第一列从丹阳直接驶
进上海市区的火车进
入上海参加接管，他
们也把胜利的腰鼓打
进了上海……

近日，笔者辗转找到 91
岁高龄的郑国芳、87岁的郑仲英
兄妹，听他们讲述接管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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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首列火车入沪
解放战争时期，郑国芳在华东野

战军从事机要技术工作。解放军胜利
渡江后，开始做解放上海的战前准备。
在丹阳集结时，陈毅司令员对即将参
与解放上海的全体指战员做了总动
员，并从机关选调了一批上海籍干部
充实到军管会，到上海执行接管任务。
!"岁就入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郑国芳，作为上海籍干部，也成
为了军管会的一员，听命于华东局社
会部副部长梁国斌的指挥。梁国斌在
出发前的动员会上严肃地说：“你们都
是从机关抽调的对上海熟悉的干部，
我们进入的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
接管的是国民党警察局和特务机构及
高级官员的财产，一定要严格按照政
策规定行事，不得有丝毫的疏忽。”
在梁国斌带领下，郑国芳他们于#

月$%日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这也是
解放上海时，第一列从丹阳直接驶进
上海市区的火车，一路上还遭遇小股
敌人，时有零星战斗，火车开开停停。
在火车上，梁国斌召集接管干部，再次
强调《入城纪律》和《约法八章》。火车
驶入上海北火车站停下后，梁国斌指
挥大家整顿军容军纪，高唱着《解放区
的天》出现在市民面前。火车站附近还
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用枪逼迫一些
烟纸店主交出钱财后逃窜。解放军发
现后立即追击，夺回钱财交还店主，市
民都赞扬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在郑国芳的记忆里，接管是有条

不紊顺利完成的。根据安排，他们进入
国民党铁路局机关大楼，此时，国民党
官员已无踪影，整幢大楼内纸片、文件、
货物散落得一片狼藉，他们将所有财
物，包括房子造册登记后，立即进入福
州路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召见代
局长陆大公等人，向他们宣布接管上
海的命令，并对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
总司令宣铁吾和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
长毛森的高档住宅进行接管。郑国芳
他们住的是条件简陋、费用低廉的小
旅馆，面对高档住宅内的咖啡、奶粉及
大量精美点心，他
们不为所动，依旧
吃部队炊事员从
很远地方挑来的
粗糙饭菜。郑国芳
说，他们兜里是没
有钱的，不逛商店
不买东西，步行去
办事，市民送来鸡
蛋、糕点、水果等，
他们都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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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执行欢迎任务
南京解放后，郑仲英所在的第三

野战军文艺部队———新安旅行团（以
下简称“新旅”）来到丹阳，接受上海解
放的接管任务。在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夏衍的指示下，他们排练了《进军腰
鼓》《解放花鼓》《买卖公平》等节目。

&月 $'日，新旅团员乘火车从丹
阳出发，途中创作人员即兴谱写
了歌曲《在前进的道路上》，大
家兴奋地习唱起来。进入上海
后，又换乘解放军刚缴获的美
制十轮大卡车。所到之处都是
欢庆解放的市民，都是“解放区
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

%月 "日，在当时的跑马
厅（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

上海隆重举行庆祝解放军入城大游
行，新旅的腰鼓队也在游行队伍中。
街道两旁挤满观看游行的市民，连大

楼的窗户里、阳台上也是人头攒动。郑
仲英自豪地打着腰鼓，情不自禁地回想
起 !'()年初春，新旅团员到黄河北部
濮阳华野总部驻地慰问演出，陈毅、粟
裕等首长都来观看。团员们借老百姓的
铜脸盆，用灯芯抹上油串起点灯，营造
火树银花的景象，与战士们联欢打腰
鼓。陈毅表扬他们：新旅打出了我军的
威风，打出了人民的欢乐；你们要将腰
鼓打到南京去，打到上海去。
腰鼓队从淮海路打到外滩，又从

外滩打到南京路。傍晚时分下起了大
雨，游行队伍都被淋湿了，但大家欢乐
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这时，有位接管
干部过来，请新旅团员上国际饭店 !(

楼。陈毅市长正在宴请上海各界人士，
见到新旅团员，热情地招呼大家，你们
衣服都湿透了，进来开点“洋荤”，吃点
蛋糕咖啡吧，然后给我们宴会表演点
节目。尽管头发和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团员们却精神抖擞地表演了多首歌
曲，赢得阵阵掌声。郑仲英说，他们这
些土不拉几的团员，都是第一次到国
际饭店，兴奋不已。
新旅驻地在淮海中路 !(('号（今

法国驻沪总领事馆），距郑仲英的家不
太远，但部队有纪律不准回家。虽然非
常想念亲人，但大家都自觉执行纪律。
不久，团员们被分布到多家工厂深入
生活。被解放军接管的工厂，首先废除
了抄身制度，恢复了生产。郑仲英他们
五人在被誉为“红色堡垒”的国棉十二
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娱同劳动。她在
筒子间劳动，即将结束时，他们分别写
下自己所在劳动车间的花鼓词，郑仲
英写的是党员周龙娣师傅的事迹，五
人的作品合起就是《歌唱十二厂》的花
鼓，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他们又辅
导工人排演，效果很好。
解放初期的上海，形势依旧严峻，

电厂、水厂等民用设施多次遭国民党
军机轰炸。“二·六”大轰炸发生后，苏
联空军来到上海协助防空。那天，郑仲
英和几位女兵接到一项保密任务，奉
命来到江湾机场后，才知道是欢迎苏
联空军。连续几个晚上，每批都来了十
多位飞行员。第一次看见这些蓝眼睛
黄头发高鼻梁的外国人，女兵们新奇
又崇敬地将鲜花献给英勇的苏联飞行
员。这项任务是保密的，直到这次接受
采访时，郑仲英才透露。

接管医院成立大学
郑国芳、郑仲英的姐姐郑慈和姐

夫许高群也是上海解放时的接管干
部，他们的女儿许敏回忆了已故父母
在上海解放时的接管情况。当时，郑慈
是三野卫生部医学院门诊室长兼教育
干事。!'(!年参加新四军，!'($年 !"

岁就入党的郑慈，曾荣获新四军的南丁
格尔奖。!'('年 *月，郑慈赴北平（北
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受
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许高群时任三野
卫生部医学院政治指导员、副教导员，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部第四接管
处联络员。&月 $%日黎明前，郑慈、许
高群随三野卫生部乘汽车进入上海。

他们接管的是江湾五角场原国民党国
防医学院（此时已撤往台湾）校舍，和
国民党联勤第二总医院的全部设备及
院长和医护人员四百多人。
解放了的上海百废待兴，亟需专

业人才。接管干部根据陈毅市长的指
示，召开座谈会，向医院在沪人员说明
我军将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筹建华东
军区人民医学院，请他们积极参与并
推荐教师。同年 '月，华东军区人民医
学院成立。开学前后，有一些已在台湾
的原国防医学院的学生，听到陈毅市
长的讲话和号召，逃回上海来上学。
+'&,年 +,月，更名为上海军医大学，
+'&+年 %月，学院正式定名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文工团俘虏军乐队
郑国芳、郑仲英的堂哥郑冶和表

哥江有声，都是上世纪 (,年代初期参
加新四军的，当年也都是亲历了
上海接管的接管干部，遗憾的是，
他们都在去年去世了。

上海解放前夕，郑冶是解放
军第 -,军 &)师文工团团长。据
郑冶的外甥回忆：曾经听爸妈说

过，舅舅在上海解放前夕，指挥文工
团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乐队，舅舅
他们边押着俘虏行军，边宣传解放军
的政策，还向俘虏学习乐器演奏。天
资聪明的舅舅，是在行军途中提高乐
器演奏造诣的。上海解放时，他押着

国民党军乐队俘虏进城，将这些专业
人员送交政府。郑冶也获得了进入上
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机会，后来成为国
家一级音乐指挥。
江有声是郑家的远房亲戚，从小

无依无靠，善良的郑家父母让他生活
在自己家里，一直到参加新四军。擅长
漫画的江有声，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
中共领导的《大众日报》任美编，上海
解放时，他随《解放日报》进入上海，担
任报纸美编。
郑国芳、郑仲英的堂姐郑少茹和

堂姐夫陆文达，都在上世纪 (,年代初
成为中共党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上
海解放时，他们参加了上海电信局的
接管。

郑家的英雄母亲!曾大姐"

! 郑家六兄妹 前排左起'郑国芳$郑仲芳 后

排左起'郑国英$郑慈$郑仲英$郑雪英

! 欢庆上海解放的新安旅行团腰鼓队# 中间男队员后面

第二人为郑仲英

! '","年 $月!接管上海后第一

次回家"前面为母亲曾英$父亲郑

家栋#后右为郑慈$中为郑仲芳$

左为郑仲英
! 上海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

! '","年 $月! 在西藏路北京路处的五洲大

药房楼顶上拍摄" 前右是郑仲芳! 前左是江有

声#后右是郑仲英!后左是郑慈

! 大上海解放%号外& ('","年 *

月 %*日)

! 上海解放时的 %上海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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