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前，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29军
鏖战 15个昼夜，在
友邻部队的配合下
一举攻占宝山月浦
东南的 25·32高
地，打响了解放上海
的第一枪，打开了通
往吴淞口的大门，为
解放上海战役的全
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宝山，作为当年的主
战场，曾经历了解放
上海战役中最艰苦、
激烈的战斗。

如今，上海解放
纪念馆里陈列展示
着当年参加解放上
海战役的亲历者、见
证人及其后人捐赠
的珍贵文物，它们记
述着那段可歌可泣
的岁月和永远无法
抹去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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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血衣：左下角缝
补处是当年的“枪眼洞”

!""#年 $!月的一天，笔者在
南京寻访当年解放上海的战地文
物。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内，蒋老
从家中的一只老旧斑驳的木头箱
子里捧出这件“血衣”，老人两眼含
着泪，将它郑重地递给我。他说，
“血衣”伴随着他近 %& 年，他一直
将其当成自己的“传家宝”珍藏着。
希望这件解放上海的历史见证物，
能教育更多的人，珍爱今天的幸福
生活。
“蒋老”名叫蒋文，山东广饶人，

$'!(年 (月生，解放上海时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军 ''师 !'#团宣
教股副股长，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 (!$*工厂政委、党委书记。参
加解放上海战役时，他所在的师临
时归 !'军指挥。蒋文说，那时他一
直下驻在七连，而七连在解放上海
战役中的主要任务是拿下月浦镇外
的一个“大地堡”（母堡），它大概是
敌军营一级的指挥所。进攻的那个
晚上，敌军的炮火很凶，连队没能把
敌军的“大地堡”拿下。他们部队有
个连，经过一个晚上后只剩下了十
几个人！有位排长向他请战：“我
上！”团里同意了。这位排长挑选了
十几个人组成突击队，展开强攻。他
们在展开进攻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
钟，一个炮弹飞过来，他负伤了……

蒋文告诉我，“血衣”左下角明
显的缝补处，就是当年前线战地被
敌军子弹穿过的洞。当时，他身上
的伤口长达 ++厘米多。负伤后，他
被送往部队后方医院治疗。后来，
“血衣”被清洗了，但留在上面的大
片血渍，直至今日，仍清晰可辨,它
见证了解放上海这一段血与火的
历史。

一份中共战时临时
党证：随身携带上战场

“此证只限于负伤之党员
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否
则均不能生效。由团以上组织部
门编号盖章，由支部切实负责为
每个党员填写一份，交其个人保
存，不得转交他人……”

这份中共战时临时党证的
捐赠人叫姚渊，参加解放上海
战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

军 -(师 !%&团卫生队队长，离
休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医学
校副校长。

!&&*年 $&月 )&日，笔者
在北京约请原 !' 军老同志座
谈，报告筹建上海解放纪念
馆的情况时，身旁的沈鸽
兵同志对亲身参加解
放上海战役的姚渊
同志说：“姚渊叔
叔，我刚才已把
张勇烈士
的 遗 信
和 战

地日记捐赠给上海的纪念馆，
您不是也有两件‘宝贝’吗？”

当时已 -!岁高龄、经历过
无数次战火考验，在医务岗位
上工作了 %&多年的姚渊同志，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小心
翼翼地从口袋里取出两件与他
相 伴 了 近 %& 年 的 珍 贵 文
物———《中共战时临时党证》和
《医工通讯》（第一期），用双手
捧着递给我，含着泪花说：“《中
共战时临时党证》是战时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中的中共党员随
身携带的，因为前线打仗，随时
可能负伤甚至牺牲，要有一个
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姚渊保存的这份《中共战
时临时党证》，编号为“!#!$”。
颁发部队是华东人民解放军野
战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三旅，
$'*'年 !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军 -(师，参加解放
上海战役。今天我们阅读《中共
战时临时党证》，能再一次地感
受战火纷飞年代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一本战地日记：当最后的一
点血流干时
“我持有一个希望，希望在我旁边的战

友，当他为人民完成了任务时（最后的一点
血流干了的时候），能替他收拾着这本子，
看看他是怎样工作的。———一个革命战
友”烈士张勇在他生前的战地日记首页留
下了这样一段“写在前面”的话。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张勇担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 !'军 -(师 !%&团三营副教导
员。张勇新婚两个月的妻子胡兴野当时也
在 !'军 -(师，是师部机关指导员兼文书，
但彼此很难见到。在张勇的遗物中，还有他
在出征上海战役前三天写给妻子的一封
信：“最后的战斗我坚信一定胜利的，但也
是艰苦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
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幸福。
努力吧！”

$'*'年 #月 $*日月浦战场上，张勇
英勇冲到最前沿阻击敌军坦克进犯，用集
束手榴弹炸毁了其中一辆。而他自己，实现
了生前的诺言，献出了年仅 !*岁的生命，
光荣牺牲在解放上海的激战中。

一位巾帼英雄：我坐第一
船，大家跟上！
她动员了全家的力量，经过近两年的

查找、整理，共向纪念馆捐赠了 %%件史料
文物，成为捐赠史料文物最多的一位。她所
捐赠的数量，已约占全馆史料文物的五分
之一。这位老人就是吴文桂，笔者曾六赴北
京采访她。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吴文桂担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军政治部民运队队长，离
休前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党委副书
记。为了给部队筹借修筑工事的器材，她在
冒大雨赶往嘉定方泰乡的老乡家中的路
上，不慎跌入一丈多深的低凹，直到第二天
下午器材筹集完毕才发现自己已无法站
起，脚更是肿到鞋子也脱不下，只能用剪刀
剪开鞋子以后才能治疗。但踝关节刚复位，
她就立即扶着别人的身子站起，动员那些
因担忧敌军轰炸扫射而不大愿意运输器材
到前方战地的船工们：“还请各位乡亲们辛
苦一夜，请各位帮帮忙，我和大家同去同
回。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就开船。我坐第一
船，大家跟上！”目睹此景又听闻此言后，船
工们撑篙开船。

!&&#年 -月，吴老将解放上海战役的
战地文物交给笔者时动情地说，这些“宝
贝”伴随着她一家辗转南北近 %&年，现在
要“嫁”到上海去“安家”了，心里的确有些
舍不得，但能发挥作用，让更多的人铭记这
段历史，那就值！

! ! ! ! !后记!!!

在 !"年前的隆隆炮火声中!中

国人民解放军以无坚不摧的强大威力和

高超的指挥艺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 解放了中国的最大

城市上海!上海的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正如当年的新华

社社论所说#$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

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 (

一张“伤票”：负伤治疗
时名字错写成“莫一奋”

这张透着历史沧桑感的泛黄的
“伤票”，原主人其实名叫卓毅奋，并非
伤票上所写的“莫一奋”。
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时，卓毅奋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军 -(师 !%&团
$营 $连指导员，离休前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安徽省临泉县人武部政委。

$'*'年 #月 $!日，卓毅奋所在的部队进入
月浦阵地。$*日早上，根据上级命令，他带连队
支援三营主攻。我军部队冲了上去，但敌军组织
多辆坦克疯狂反扑。卓毅奋迅速带了二三十名战
士，拿上手榴弹向敌军的坦克投去。敌军看到我
军指战员这样勇敢地组织反击，就边打边溜。卓
毅奋追上前不到 $&&米，头部中弹倒下，被通讯
员朱明桂背到离主阵地一二里路外的临时包扎
所，在医务人员紧急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后来
被送到设在太仓浏河镇的后方野战医院。
就在要被送出临时包扎所的时候，战地医务

人员给卓毅奋填写了一张“伤票”（相当于现在的
病情诊断书）。由于卓毅奋头部负伤，当时医生询
问他时连话都说不清，结果“伤票”上的姓名错写
成了“莫一奋”。这份珍贵的战地文物，卓毅奋保
存了整整 ##年，!&&*年 $$月捐赠给了筹建
中的上海解放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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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桂在嘉定方泰乡动员船工向解放上海的

前线阵地运送物资器材

! 支前民工施景飞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时

荣获的)支前有功*奖状" 苏南支前司令部

#$%$年 &月 &日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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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北郊

月浦镇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

一张“支前有功”奖状：这是
人民战争的胜利

!&&#年 $月，得知上海解放纪念馆正
在征集文物史料，施景飞老人给纪念馆档
案文物征集小组寄来一份因“完成支前任
务卓著功勋”而获得的奖状。

$'*-年，施景飞在老家江苏海门六甲
区加入支前民工队伍，被编入江苏民工四
大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 军 -( 师
!%&团一起渡江，之后参加了解放上海战
役的月浦战斗。

施景飞在捐赠“支前有功”奖状的所附
信件中这样记述：“$'*'年 #月 $!日，我们支
前民工跟随解放军部队接近月浦镇。由于敌
人的工事地堡坚固，火力交叉密集，使我军伤
亡很大，进攻受挫。$)日半夜时分，我们民工
大队政委卫忠和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
民工即刻送炸药包上前线，交代任务一定要
完成。我担任民工大队政委的通讯员，那时就
在政委身边。由于时间紧迫，所以我立即自告
奋勇地报名领受了任务。我挑起了两个炸药
包，重量约有 %&斤，跟随带队的战士，摸着
黑夜不顾一切地把炸药包送上了前线。返回
途中，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想一定是敌
人的地堡已经炸飞上了天。”
支前民工的主要任务是向解放军前线

战地运送弹药、粮草等，他们的支援，充分
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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