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 

 

战胜黑暗 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 5 月） 

 

1949年 5月 27日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的时候，发现下着雨的路面上睡满了解放

军战士。上海市民对胜利之师全副武装露宿街头的情景闻所未闻，整个城市轰动了。 

 

 

全副武装露宿上海街头的解放军战士 

 

这天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了位于横浜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本部，

把儿童剧团的表演队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儿童

剧团的表演队走上街头，34名少男少女边游行，边扭秧歌、打莲湘，欢庆上海解放。人们拍

手欢迎说：“孙夫人的秧歌队来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

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市民们挤满街头，驻足观看，

为儿童剧团表演队的表演鼓掌喝彩。 

 

 
儿童剧团庆祝上海解放时使用的大鼓 

 



上海临近解放的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共

匪嫌疑分子”就地处决。很多人突然失踪。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到宋庆龄住所去过后被捕，宋

庆龄因而警告经常来看望她的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黄

竞武在监狱中被活埋，遗骸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被发现。 

 

在这国民党最残暴的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必须缩小活动。宋庆龄及时采取措施悉心保

存力量，将 3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的活动，由原来教识字班的孩子们唱解放区歌曲、

学习扭秧歌等，改为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聚集到福利站里，秘密

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等。当她获悉儿童剧团在暨南大学礼堂演出《兄妹开荒》

等晚会节目，遭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时，迅即指示儿童剧团要立即隐蔽，并在虹口武进

路找了两间空房，让孩子们住进去。白天孩子们轻声练唱，排演节目，晚上拉上窗帘，缝制

秧歌舞的服装，绘制标语、彩旗，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对于存放在仓库待运去解

放区的 300吨救济物资，也加强了守卫，解放后拨交给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其中仅医药和

医疗器材，就可供 100张床位的医院用一年。 

 

 
力扬词蔡余文曲《我们的队伍来了》 

 

同时，宋庆龄率领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在上海的人民应付意外。为了迎接

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维护社会秩序，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的社会公益人

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于 1949 年 4 月 25 日成立了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

“联救会”），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任干事，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联救会的

主要成员之一。宋庆龄首先表示把基金会所存物资交出来供联救会使用。根据宋庆龄的指示，

基金会不仅在物力上，如在救济物资、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给联救会以大力支援，还投入

大量人力，积极支持和参加这项工作。基金会和 3个儿童福利站的多数人员一度成了联救会

的主力军，在救助战灾难民、医疗救护、物资储运，及其后大批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等方面，

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也作了联救会收容儿童的场所，

儿童收容站第二站则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陕西北路 369 号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住所）。为

帮助贫困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救会一起，在贫困儿童聚居的棚户区，又开设了 14 所

儿童福利站，发放大米 31.69 万余斤、奶粉 2.23 万磅、鱼肝油 200 磅。此项救灾工作一直



延续到解放初期，将难民送返原籍而告结束。 

 

 

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向贫苦儿童发放大米 

 

1949年 5月 25日，解放军首先解放了苏州河南岸。解放前的最后一晚，四周特别寂静，

既无炮声，也没有火光，人们对这突然的安静有点纳闷，有人已经推断出可能当晚便是解放

上海的时候。这一晚，很多人没有入睡，住在林森中路 1803号（今淮海中路 1843号上海宋

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宋庆龄也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 

 

凌晨三点，宋庆龄看见了解放军的装甲车。她幽默地说：“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

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会治好。” 

 

26 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宋庆龄在当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

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王安娜函（王安娜之子王黎明提供） 



 
1949 年 5 月 25 日黎明，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越过南京路 

 
1949 年 5 月 25 日，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经过南京路 

 

宋庆龄刚刚从香山路 7 号（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移居林森中路 1803 号。由于是

敏感时期搬的家，关于宋庆龄的谣言又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谣言说宋庆龄离开了自己的家，

躲到朋友家中去了。但是林森中路 1803 号原本就是国民政府拨给的，宋庆龄也没有偷偷摸

摸搬家，她还在新家邀请朋友们前来做客。5月 12日上海战役打响后，19 日，妹妹美龄和

二弟子良联名从美国来信。他们说：“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

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亲人们早就陆续离开了祖国大陆，

只有宋庆龄独自坚守上海与黑暗抗争，等待黎明到来。 

 

 

今淮海中路 1843 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主楼 

 

上海全境解放次日，5 月 28 日，宋庆龄在林森中路寓所便迎来了第一批前来向她祝贺

上海解放的客人。史良和赵朴初先后前来表示祝贺和慰问。宋庆龄一见到史良，就拉着她的



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

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在这胜利时刻相见，史良与宋庆龄相抱而泣，共享胜利欢欣。赵朴初来时，宋庆龄微笑着把

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用以表示赞美他在解放战争中间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战

斗的友谊。 

 

不久，宋庆龄还特意捧着一束红玫瑰来到林森中路 988号 A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地，微

笑着给每一位工作人员送了一朵小红花。大家赶紧把小红花戴在胸前，宋庆龄向大家点头致

意，大家也以注目和笑意回应她的慰问和祝贺。 

 

5 月 29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发表。同日，他亲自指示，委托

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在同

史良商量后，邓小平、陈毅于 5月 31日偕史良和长期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文义、

吴克坚等一同拜望宋庆龄。 

 

6 月初，上海市委收到中央的指示： 

 

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的 1949 年 5 月 29 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 

 

宋庆龄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中，她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为缔造新中国做出了特殊而杰出的贡献。在极其艰辛危机的非常时期，她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积极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应付意外，为迎接上



海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践行了“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