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市军管会通令

! ! ! !今天是上海解放 !"周年的纪念日，同时
也是复旦大学的校庆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
选择？昨天下午，复旦大学档案馆首次向社会
公布一批珍贵档案，揭开了复旦校庆日之谜。

定解放日为校庆日
一卷灰白封面的档案，纸张已显发黄，打

开一看，这是一份《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全体
会议记录》，详细记录了上世纪 "#年代初，复
旦大学各项校务开展的真实情况。其中，
“$%"&年 "月 '日下午 (时第二十四次校务
会议记录”一栏里记载，“决议规定 "月 ()日
为本校校庆节。”
昨天，当年在场的 %*岁老人张薰华来到

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解密现场，他回忆道，当
年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一直和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着斗争。+%*"年，几名进步学生想从重
庆北碚校区前往延安，过江时被特务弄翻渡
船溺亡。当时的校长章益虽是国民党 ,,派，
但仍然为出事的学生主持丧事。“有人曾提议
校庆日定在 "月 (!日，但当时上海的苏州河

以北地区仍由国民党军控制，最后，复旦大学
校庆定为 "月 ()日。”

复旦为何没迁台湾
蒋介石在被迫向台湾撤退前，除了将金

银财宝、珍贵文物等重要物资运去台湾外，还
命令各大学迁往台湾，复旦大学据说是最早
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迁台命令的。
据复旦大学军代表李正文自述，陈立夫

亲自动员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服从迁台的
决定，章益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好友张志让，张
志让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正文要求张志让
说服章益，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
接解放。李正文和张志让当时几乎三天两头
碰面研究对策，给章益晓以利害，解除疑虑，
章益决心顶住各种压力。这所具有光荣革命
传统、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终于得以完整地
留在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
复旦大学最后除一名教务长只身跑往台

湾外，全体师生以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
完好地保留下来，为解放后新复旦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功臣后人共叙复旦
军代表李正文和老校长章益，是新复旦诞

生的功臣。昨天，李正文的儿子李海丘和章益的
曾孙章嘉雯在复旦档案馆实现了历史性见面。

李海丘说：“军代表接管复旦的时候，我
还小，才三四岁，仍能记起欢声雷动的场面。”
他带来了父亲留下的一批珍贵照片，无偿捐
赠给复旦大学档案馆。
章嘉雯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博士，从章

益算起，他们一家四代人均出自复旦。章嘉雯
说，祖父、大伯经常讲起曾祖父的故事，“他特
别廉洁自律，学校的东西哪怕是一张信纸，也
绝不会带回家；爷爷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
国外的大学，曾祖父就是不允许他出国。”章
嘉雯说，曾祖父留下的是复旦的精神，自己为
此而感动、骄傲，因此，当年自己参加高考时，
放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保送资格，最终
仍选择了复旦大学。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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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为何与新上海同一!生日"

珍稀解放文献今入藏博物馆
包括民间团体欢迎解放军传单!学联告同学书等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 ! !今天是上海解放 !"周年纪念日，上午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获赠一批上海解放前后的珍稀文
献。其中“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暨 -!!个团体欢
迎人民解放军宣言”传单，“上海学联迎接上海
解放告同学书”，都是上海解放前夕散发的，为
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有心人淘来!宝贝"

在捐赠现场，捐赠人、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宣
家鑫说起这些文献的来历：“这是我花了十几年
心血淘来的，很不容易！”
在奶奶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下，宣家鑫一

直对革命历史进程和故事非常感兴趣。由于爱
好收藏，他特别注重收藏那些与上海解放等革
命战役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实物。

(##(年的一天，宣家鑫来到城隍庙的藏宝
楼淘货，在一排地摊前，他看到有不少泛黄的纸
张，“这里面会不会有好东西？”收藏经验丰富的
宣家鑫蹲下身子，一张一张翻看着。突然，一张
印有“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暨 -!!个团体欢迎
人民解放军宣言”的残缺纸张，引起了他的关
注。直觉告诉他，这张已经有些破损的纸大有来
头，值得收藏。他还看中了另外一张写着“上海
学联迎接上海解放告同学书”的纸片，这两张传
单式的“宣言”和“告同学书”，落款都是“+%*%

年 "月 ("日”，是上海解放前印制的，而且“宣
言”的背面，居然是一份当年的账单。可见当时
的物资是非常贫乏的，印制这些传单的条件多
么艰苦。
经上海历史博物馆专家鉴定，这两件文献

资料目前还从未发现过，非常珍贵。
在今天捐赠的藏品中还包括一份 +%*%年

"月 ('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刊有“上海市人
民政府成立”的消息。

今后将作专题展
另外，宣家鑫今天捐赠的“中共江南工作委

员会为上海解放告上海职工书”、“上海市军管
委通令”也很罕见。宣家鑫说，他将继续搜集此
类文献资料，让人们永远铭记上海解放这段光
辉的历史。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王毅认
为，这批文献史料价值较高，见证了上海解放的
神圣时刻，是不可多得的革命文献。“目前，这类
革命文献在民间已不多见，应当通过捐赠博物
馆等形式，进行妥善保管，同时有利于开展研究
并集中展示。”王毅透露，目前，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已经收藏有同类题材的革命文献几十件，待
将来条件成熟时，将对外进行专题展览。

! ! ! !解放初期，上海究竟有多少人口？谁都说
不出准确数字。一直到 +%"#年 +月 '日，通
过为期近一个月的户籍校正，终于确定：上海
常住人口 +#("+(! 户，"#(%+!# 人———在上
海市档案馆最新发布的纪念上海解放 !"周
年珍贵档案中，记者看到，一本《街道里弄居
民生活手册》专门提到了如何发动群众理解
申报户口的意义和申报户口的方式等。
据专家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建

立社会新秩序，而进一步改善政府与人民的
关系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加强和组织各区里
弄居民的工作便成了一个重要抓手，因此，专
门刊印了这本介绍如何做好街道里弄工作、
如何改善居民生活的手册。

户籍清理中查获违法案
件数千起

为什么要重新申报户口？手册介绍了
共产党的户籍制度与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区
别，也谈到了申报户口对儿童打疫苗等带来

的诸多好处，不过，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
对于解放初期清查不法分子、打击犯罪十分
必要。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也实行户

口管理制度，但人口数据始终模糊，民政局统
计的上海人口数 "*#万与警察局统计的 "#*

万之间相差 -!万。
从 +%*%年 -月起，上海户口登记更陷于停

顿状态。当时，上海每月大约死亡数千人，出生上
万人，迁移 +#万人以上。不法分子趁新政权立
足未稳，更换身份，涂改户口，冒名顶替，企图逃
避打击。再加上一些民房在战事中被毁，导致人
口大流动，户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
一方面，上海市公安局开始着手整理旧

警察局堆积如山的人口卡片，在卡片整理期
间，提供破案线索的卡片就达两百余张。与此
同时，自 +%*%年 +(月 (#日开始，各区接管
人员、民政人员、户籍民警、警备部队干部战
士等 -###余人组成入户普查员。通过户口查
对，不仅核准了上海人口数，还查获各类违法

案件数千起。

在上海市中心建立全国
第一个居委会

在户籍普查中，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被
彻底废除，里弄居民组织随之建立。市政府选择
黄浦区金陵东路的宝兴里作为试点，成立全国
首个居委会———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
黄浦区是全市的商业中心，机关和办公

大楼较多，流动人口亦是全市最多。再加上解
放前区内流氓势力云集，还有赌场、妓院、毒
窟以及潜伏特务等，社会情况复杂。在这里建
立居民自治组织，具有典型意义。

宝兴里居民探索基层群众自治，下设治安
组、文教卫生组，积极组织居民防特防火防盗，
调解居民邻里纠纷。福利会还办起黑板报，组
织了读报组，每周组织一次大扫除，组织妇女和
失学儿童开办识字班。不久，这一经验向全市
推广，+%"+年，各居民委员会普遍成立。

本报记者 孙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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