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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赵祖康在兴国路 324号
从 1958 年入住，到 1995 年去世，赵祖康在兴国路 324 号度过了近 40 年光阴。他的孩子

们也在这里结束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两代人在此见证上海的沧桑变化，也在这里完成交接
棒，各自出发，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笃鲜腌

15知沪·连载·广告
2019年 8月 30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编辑：沈轶伦 执行编辑：张克伟

上记忆海

▲1982 年 1
月，赵祖康（左）、王
月英（中）、钱挹珊
（右）在兴国路
324号的花园合影

1985年的一个夏日，刚入夜，兴国路 324
号花园别墅前的草坪热闹了起来。

周边的居民早早吃好晚饭都过来了。新
华街道泰安居委这晚在这里举办纳凉晚会。
有人带来了孩子，有人带来了蒲扇和小板
凳。小花园里也来了音乐家贺绿汀，他也是
一放下碗筷就过来了。坐在居民里的，还有
戏剧家黄佐临、画家申石伽。这一晚，他们的
身份不是知名人士，而是住在这一社区的普
通居民，他们来和大家一起乘凉。

灯光亮起来了，有人在花园里唱歌，画
家当场题词助兴。就在纳凉的人群里，还有
一位老人，也微笑着和大家一起纳凉。他就
是兴国路 324 号花园别墅当时的住户，时年
85 岁的赵祖康。

从 1958 年入住，到 1995 年去世，赵祖康
在这里度过了近 40 年光阴。他的孩子们也在
这里结束了学生生涯，进入社会。两代人在此
见证上海的沧桑变化，也在这里完成交接棒，
各自出发，融入上海又一段精彩旅程。

五天四夜的代理市长

1945年，以抗战结束为契机，赵祖康一
家从重庆回到上海。赵国通此时 5 岁，第一
次回到了父亲的故乡。

出生于松江的赵祖康从小深受孙中山
“工程救国”的熏陶，立志从事交通事业，报
效国家。1922年， 赵祖康从交通大学唐山工
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道路和
市政工程， 并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道路会议，

考察了美德等地的现代公路市政建设。1931

年回国后，他一直在交通部门任职，领导修
建了西兰、西汉、滇缅和乐西等抗战主干线。

1943年起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战时运
输局顾问。

抗战胜利后， 赵祖康带着家人回到上
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兼管全上海的
公园。他们一家先被安排暂住在虹口公园靠
马路的一处小别墅，后自己掏钱向一位多米
尼加商人租下一处位于敦信路 （今武夷路）

的别墅居住。

1948年底，战事吃紧，赵祖康带着大女
儿和二女儿留在上海，妻子带着赵祖康的母
亲、幼女和两个儿子离开上海，避居福州。

正是在此期间， 赵祖康开始接触在沪地下
党。1949年 2月，他和世交好友的女儿钱挹
珊夫妇吃饭， 座中来了一位朴先生和一位
李小姐（真名王月英），两人正是地下党员。

1949年 3月， 赵祖康参加中国工程师协会
代表团， 与侯德榜、 茅以升等专家联名上
书，要求各项军事活动要保护厂矿、交通、

学校等设施。

1949年 5月初， 解放大军逼近市郊。出
于安全考虑，赵祖康离开偏僻的武夷路住到
留美时期的好友、交通大学冶金专家梁伯高
教授位于长乐路的家中。就是在这儿，赵祖
康度过了作为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的
五天四夜。

5月 23日，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上海解
放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晚，才接替吴国桢做了
23天市长的陈良正打理行李准备 “撤退”，匆
忙之下决定让赵祖康担任旧上海最后一任代
理市长，负责社会治安稳定并办理交接。

早已和地下党接触的赵祖康，将希望寄

托在新中国。5月 24日夜至 25日，解放军占领
苏州河以南整个地区，赵祖康指示各警察分局
不要做任何抵抗， 插白旗配合军代表接管，同
时要求各局处主要负责人集中办公；25 日，

在民主人士颜惠庆等联系下会见中共军管
会接收代表，商定照常上班、接管审核、恢复
交通、保存档案等八项要求；26 日上午，主持
最后一次“市长办公会”传达布置各局处落
实；5 月 28 日下午， 向新上海的首任市长陈
毅办理交接。解放上海期间，上海市区没有
一天停水停电，市民生活不受干扰，平稳进入
新时代。

作为编辑部的客厅

1920年前后，兴国路填浜筑北段，翌年筑
南段， 以法公董局秘书名命名雷上达路(Route

Legendre)，1943年以江西兴国改今名， 沿路多
为高级住宅。

赵国通记得，从福州返回上海后，全家一
度租住在高安路 16 号 5 楼的公寓房内。1952

年左右，赵祖康一家由机关事务局安排住到衡
山公园北面的荣昌路 （1980 年改名为德昌路）

36号内的干部公寓房。1955年，赵祖康担任上
海市规划局局长，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翌年， 全家被安排搬入兴国路 324 号花园别
墅，此后直到赵老去世。

在赵国通的印象里，父亲务实、低调。在赵
祖康 1949年的日记里，从年中到年底，记录的
满满全是工作。他看得出，父亲是高兴的。

建国初期，赵祖康一直忙着和工程技术人
员一起抢修上海的海塘、机场，实施肇嘉浜棚

户区的改建和工人新村的兴建，规划修建人民
广场、西郊公园，修通诸多主干道路。1958年入
住兴国路后，担任副市长的赵祖康每天从这里
出门上下班，每晚 10 点左右入睡。此时，几个
孩子正是求学阶段，赵国通的三个姐姐分别考
进北大、清华，赵国通考入同济大学。

他记得， 父亲对子女的功课抓得很紧，回
家第一句话就是问作业进展。但凡有利于求知
的正当要求，赵祖康都会满足。看到赵国通喜
欢动手，赵祖康就为这个儿子买了飞机模型制
作材料，并对他的爱好多加鼓励。小儿子赵国
屏住进兴国路时才 10岁， 他特别喜欢养小动
物，赵祖康就允许孩子在花园里养鸡、鸭、羊，

甚至允许他养了一整箱蜜蜂，让他进行动物养
殖观察。

但在随后的“运动”中，赵祖康被迫停职。

已过六旬的他顶住压力，召集了当时靠边站的
许多专家、教授、老工程师到家里，将兴国路住
所一楼的客厅作为编辑会议室，组织了《英汉
道路工程词汇》的修订增补工作。这本书后来
于 1978年重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
专业参考工具书。

这里走出一个院士

1982年，兴国路 324 号，一位曾影响了赵
祖康人生轨迹的“故人”出现了———1949 年 2

月曾同桌吃饭的“李小姐”，即王月英，和赵祖
康的朋友钱挹珊一起来看望赵祖康。他们在花
园里留下了一张跨越 33年岁月的合影。

也是在这幢花园别墅里，赵祖康用自己的
言行，影响了子女们的人生轨迹。

二女儿赵国明从北大俄罗斯文学专业毕
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至今在当地工作。赵祖
康 1961年春节后出差广东时惦念爱女， 填词
“蝶恋花”一首《怀同儿（国明小名）初赴内蒙古
工作》：我向南行儿向北，南北迢迢，万里同春
色。处处红旗情激越，临行“革命”叮咛说。

赵祖康还特地去书店买了一幅 “昭君出
塞”的仕女图，挂在床头墙上，每天起床看一
眼。赵国通记得，1963年寒假，国明姐怀孕临产
前回到兴国路家时，瘦得才七十来斤。

小儿子赵国屏没能像哥哥姐姐一样参加
高考，而是于 1969年赴安徽蒙城插队。他把对
生物科学的爱好也带到了农村。在田头，他用
粪做颗粒肥，进行过杂交玉米制种实验，还偷
偷阅读《美国农业概况》。“文革”结束后，1978

年，赵国屏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后又考入中
科院上海植生研究所，1983 年被选拔赴美深
造。1990年，赵国屏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但为了
等待同去的妻子也读完博士课程。赵国屏希望
在美国再待几年。

赵国通记得，那段时间，素来温和的父亲
多次要求他代写家书，连番催促，要求通过博
士答辩的赵国屏快些归国。 他对赵国通说：

“我已经 90 岁了，我要看到赵国屏回来，他是
公派的！”赵国通只得向赵国屏挑明：“他没有
亲眼看到你回到他身边不放心！ 死不瞑目！”

1992年， 赵国屏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中
科院，此后一直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工作，陪
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也的确遵循父亲
的志愿，将毕生所学用于报效祖国。由于领导
团队在人类基因和“非典”演变基因方面做出
的优秀成果，赵国屏于 2005 年当选为中科院
院士。

兴国路上的建筑群

兴国宾馆位于兴国路 78号。 宾馆
大院占地面积 13．33万平方米， 建筑面
积 2 万多平方米， 绿化面积 8 万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达 90％。院内百年以上
的古树名木有 200多株，其中一棵百年
以上大王松名闻江南，还有多棵百年老
香樟。

这里在开发前为洛云浜西侧的农
田，1932 年租界当局修筑了雷上达路
(今兴国路)以后，外国洋行陆续在此建
造别墅，供洋行大班居住。兴国宾馆大
院内有 13幢别墅， 其中 1-6号楼为太
古洋行建造的专供洋行高级职员居住
的花园别墅，分别取英国、德国、美国等
建筑风格建造。

太古洋行于 1867年 1月在上海四
川路 14 号吠查利洋行的旧址开张营
业，为英国商人约翰·塞缪尔·斯怀尔和
里查德·沙克尔顿·巴特菲尔德等合伙
组建的从事商品贸易的代理商行。1872

年 1月 1日，太古洋行筹资创办的太古
轮船公司在伦敦注册， 总公司设在上
海，主要经营中国沿海、内河的航运，在
上海、日本、中国香港间及中国香港、澳
洲与菲律宾间均有定期航班。太古洋行
还创办了一系列与航运相关的企业，如
海洋保险公司、太古造船厂、永光油漆
股份有限公司等。

兴国宾馆 1号楼是 1935年太古洋
行大班约翰·塞缪尔·斯怀尔在此建造
的花园式低层公寓， 建筑面积 1647平
方米。 这是一座二层混合结构的楼房，

仿英国帕拉第奥式皇家古典官邸建筑，

由苏格兰建筑师克拉夫·威廉姆斯·埃
利斯在英国设计。他从未到上海现场指
导过工程的施工， 就是在建筑竣工以
后，也未到上海亲眼看一看自己设计的
这幢住宅。兴国宾馆 1号楼前有开阔的
草坪，院内古木葱茏，一棵百年香樟郁
郁葱葱，遮天蔽日，景色宜人。

兴国宾馆 2 号楼系英国维多利亚
滨海建筑风格，假三层砖木结构花园住
宅，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机制平瓦陡
坡屋面多种组合，南立面由双坡屋面山
墙和一座四坡屋面歇山顶组合而成，建
筑体形丰富活泼。山墙及歇山部分用垂
直黑包细木条装饰，这是英国乡村建筑
的特有符号。南立面，两层为两组三个
清水红砖弧形拱券的走廊窗，饰以清水
红砖齿形纹饰。底层有 9个开间的拱形
柱廊，每间拱券均做券心石。底层立面
整个以灰色为基调，以水下横线条与建
筑上部立面分开。建筑立面活泼、丰富、

沉稳、新颖，加上屋面穿出的三座三孔
和单孔烟囱以及北立面半圆形玻璃砖
墙楼梯间，明亮通透，显现得豪华生气。

兴国路 72号大院内的各幢别墅在
1941年前均为外国洋行大班居住。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 外国洋行大班纷纷回
国，直到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续回沪。

1949年， 外国洋行大班们再度离沪，这
里的建筑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别接
管。 （摘自《上海地方志资料》）

赵祖康 （1900 年—

1995年），松江县人，道路
工程及市政规划专家。抗
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工务
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任
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代理
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工
务局局长 ，副市长 、市政
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1982 年当选
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赵国通 1940 年出生
于重庆， 赵祖康长子，上
海市政府参事。

荨赵祖康和家人
在兴国路寓所内

照片均由赵
国通提供兴国路 324 号位置图

留在了北京工作

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接待我
们，招待得很好，后来他是黑龙江省的
省委书记。在大连住了几天，去了沈阳。

刚解放的沈阳， 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感
觉，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我
们，大家的情绪很饱满。我们住着日本
的榻榻米，吃的是棒子面、小米粥。接着
我去了哈尔滨，我到哈尔滨时，丁玲她
们代表团已经走了， 坐火车去苏联了，

她留下书和一些其他的东西给我，特别
是留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精装本，扉页上写着：“留给陈明，

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
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
的时候， 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

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 一九四八，十
月底去欧洲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这
本书，至今我还完好地保留着。

哈尔滨有很多我的同学， 上海时
的，延安时的，其中有舒群、罗烽、草明、

干学伟、陈锦清等等。他们先我到东北。

听说我来了，他们请我去讲课，讲演戏，

讲导演。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和
干学伟、陈锦清三个人打麻将。上海时
的一位同学， 在沈阳苏家屯搞军工，研
制坦克， 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

平时就找他们玩。洛甫同志当时也在哈
尔滨，他见到我，要我留在他那里做青
年工作， 我在延安搞过文化俱乐部，他
很欣赏，所以要留我。我说等丁玲回来
商量后再说。

我还保留着 1948 年 12 月的几则
日记：

十二月七号，到了沈阳，没有看到
小菡（即丁玲。编者注）留得有信，也没

有人能告诉我她此行的归期，倒有人告诉
我，蒋祖林也到苏联留学去了。我为这事
高兴，也为小菡高兴，祖林不愧为革命后
代，不愧为丁玲之子呀！

十二月十四号， 今天下午我带妹妹
（即蒋祖慧）到了哈尔滨。从华北起身后，

便和小菡不通信了。我拼命赶路，赶路，十
一月三号到大连，到处打听，到底出国没
有呢？打听的结果，总是失望，都是这样回
答的：不知道，大概该走了吧，十二月初开
会呢！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同时因为还
有别的原因，决定在大连暂住，那种心情，

正像一个猎人， 追逐着什么东西， 追着追
着，那目标却如此可望而不可即，而且终于
连望也望不到了。……住在文协，罗老太太
（即罗烽的母亲）把小菡的信交给我。那熟
悉而亲切的笔迹呀，当时便把信看了，讲些
什么，也顾不了许多，只感到无比的温暖和
安慰。晚间去看朱丹，因为小菡有东西存他
那里，在他那里拿出信，拆开了，但没马上
看，周围人太多，那样会引人笑话了。

十二月十五号，把箱子拿回来，晚间
看完戏回来，把留下的东西，检查了一下，

对小菡在我们别后的生活， 略多了解，放
心许多。昨天祖林便来了，我们三人睡在

一个床上，祖林懂事多了。我准备把自己
的一双长靴送他，他适用些。

我在哈尔滨没有待很久， 又回到沈
阳。先到鲁艺，因为我的创作是以话剧为
主，跟着一个文艺团体比较方便些。皇姑
屯有个铁路机车厂， 是制造火车头的，厂
里的工人搞死车复活的生产活动，把在战
争中报废的火车头修理好重新投入使用。

我带了两个鲁艺戏剧系的学生去那里采
访，体验生活，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三幕
话剧《死车复活》。戏写完了，鲁艺文工团
决定上演，由肖丁导演，带着演员到工厂
去排练，我也跟随他们，就地修改剧本。夏
天，这个戏在沈阳公演。但是这个戏里把大
机器拿到舞台上电焊，又不注重写人，演了
三场，效果不好。在这个戏之前，我还写了
一个独幕两场话剧《老少心》，写我军暂时
从城市撤退， 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拥护八
路军，向往解放区，投奔解放区的故事，在
一个刊物上发表了。 这个戏的材料是从报
纸上看到的，写得比较快，从构思到写作只
有三五天时间，因为写的是知识分子，我比
较熟悉。有人对我说：《老少心》比《死车复
活》写得好，我当时思想上并不以为然。

王玉清是丁玲在西战团时的秘书，后

来在延安做了陈云同志的秘书。陈云到东
北，他也跟着陈云到了东北，在鞍钢当总
经理。丁玲从国外回来后，我们就约定，一
起去鞍钢体验生活。

丁玲是 1949 年 1月中旬从苏联回到
哈尔滨的，2月就去了沈阳。3月全国文代
会筹委会成立。4月，丁玲又参加以郭沫若
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
和平大会。5月从布拉格回到哈尔滨，后来
到了沈阳，住在鲁艺，写访问苏联、东欧的
文章。

1949 年 6 月，丁玲应召到北京，参加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会议。去北京之
前，我跟丁玲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
部长、刘芝明副部长商量好了，文代会结
束后丁玲就回东北， 我们一道下工厂去，

体验生活搞创作。丁玲到了北京，文代会
筹委会主任沙可夫同志提议，要我也作为
代表参加文代会，6月下旬我随后也到了
北京。

文代会期间，周扬提出，要丁玲会后
留在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本来，丁玲没
打算留在北京工作，她到北京开会时连组
织关系都没带。

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们有来
自各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梅兰
芳、尚小云、程砚秋、盖叫天等著名戏曲艺
术家也出席了大会，并且为代表们演出。

丁玲和我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全国解
放之初，郭老主持文联，茅盾、周扬主管文
化部，丁玲在中国文协（即中国作协的前
身）值常班。我则选择去了电影局。我们住
在东单东总布胡同 22号院子里，这房子据
说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好几进院子，

前面部分住着总务科的工作人员， 第二进
是各种刊物的编辑部， 最里面的一进有一
座楼房，楼上住着沙可夫、萧三两家，还空
着两间，给了我们。

（二十七） 连 载

———陈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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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明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遗 失 声 明
东阳市富科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货柜提单壹份，船

名航次：OOCL HAMBURG V.112W

提单号：SHCT013473

箱封号：APZU3782582-AN60368935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