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 

——曹、宠、秦邦廉访谈记 

金大陆 

 

[访问者按] 采访时间：2005 年 10 月 30 日。地点：复旦大学老干部活动室。 

 

金大陆（以下简称金）：一年前，曾拜托曹老师与复旦大学图书馆通融一下，想对复旦

图书馆留存的“文革”资料作番检索和清理。说实在，我是满怀着期望的，并作好了艰苦工

作的准备。因为我以为复旦图书馆这么重要的文献资料基地，一定会有较丰厚的库存，如同

我听北京的朋友说，北图、北大图书馆的“文革”资料都在地下室里躺着呢!所以，当曹老

师第一次告诉我，复旦的“文革”资料应该在防空洞里，要化功夫去找，我就等待着。当曹

老师第二次告诉我，防空洞里的“文革”资料找不到了，我还催促曹老师可否派人下功夫去

找，因为终究是要找见的，我便仍然期待着。当曹老师第三次告诉我，防空洞里的“文革”

资料因失火而毁灭了，联想到上海有些大学的“文革”资料还保存着，复旦却没有了，我陷

入了深深的失望。无奈之下，感到这本身也是上海“文革”史研究的一个“取点”，也就以

此为今天访谈的题目了。 

秦邦廉（以下简称秦）：“文革”期间，复旦大学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单位，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风向标。因此，大家比较关注。上海“文革”中的几个大的事件都和复旦有关。当时，

上海大大小小的单位都赶到复旦来看大字报，包括全国各地的人也来。当时要有什么轰动事

的话，都是复旦先有预兆的。这就是说，复旦在上海乃到全国“文革”运动中的影响很大，

学生能量也大，所以对于各种信息也是比较熟悉，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得到的，这就形成了

资料源。各方面的资料，各式各样的资料都是冲着复旦寄来的，都喜欢寄给复旦，因为各单

位编的东西都希望复旦图书馆能够收集下来。 

金：“文革”期间的“一月革命”以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都发过通告，

向全国征集大字报、袖章、传单、报刊等资料。“一月革命”以后的市博物馆、市图书馆、

市档案馆、市一大会址等也专门发过正式通知，在上海征集反映上海“文革”运动的资料，

当时也称“革命文献”。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把“一月革命”看得很重，理论上是说从“十

月革命”到“一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是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一月革命”是

解决了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构成了当时收集“文革”资料的社会环境。 

曹宠（以下简称曹）：实际上，今天的题目讲的是“文革”史料的收集和保藏，这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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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反映了那一段时期的历史状况，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意义和价值，只是面对现实，感到可

惜了。我回忆了一下，复旦大学真正开始收集“文革”资料确是在“一月风暴”以后。当时

复旦图书馆已经造反了，造反派叫“排万难战斗队”，也就有意识、有条件来做一些收集资

料的工作。那时传单满天飞，我们考虑既然是图书馆，就应该收集、保存这些资料。大致在

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图书馆成立了“文化大革命资料组”。当时负责人是一位女同志，她出

身好，胆子也大。我也是报刊组的，主要是协助性质的。因为复旦的名气，人家都愿意到复

旦大学来打听“文革”的消息。当时复旦有条闻名的“南京路”，两边牌栏上贴满了大字报，

几个小时就换一批，覆盖一批，来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所以称为“复旦南京路”。在那种情

况下，收集资料确实比较容易。很多造反派都到这里来散发传单，形成了一个“资料市场”。 

金：根据当下及未来的研究需要，我是想描绘出一张上海“文革”资料分布图的，那就

是以上图、上档为主体构架，包括各区、县、局，各高校、各专门机构留存的资料情况，即

标记出哪里有，有多少，有什么，如何利用等。 

秦：这项工作很有价值，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图书馆网络来完善这件事。 

金：其实，一些单位的“文革”资料没有丢失，却也处于无人管理、无人理睬的状态。

有的封存着，有的堆放凌乱，布满了 40 年的灰尘，有的本来就有分类，有的是我进去以后

整理的。尽管如此，相比人家的“存在”，联想到刚才老曹提到“文革”时期，复旦图书馆

还专门建立起“文化大革命资料组”，正式地进行工作，复旦“文革”资料的散失确实是个

遗憾。由此，现在只能追问：当时是通过何种途径收集资料的？工作流程如何？对于收集的

资料有无分类、装订和上架？当时是怎样理解这项工作的？社会如何认识？舆论又作何评

论？ 

曹：我们收集资料一开始是没有计划的，主要是派人出去要、出去收、出去搞。后来通

过人家主动寄来，寄给复旦图书馆，再后来逐渐形成相互交换资料的关系。当时北京有几份

刊物和报纸，也是不定期的，武汉等地也有，都和我们交换。哪个报纸有地址的，马上就寄

出去，互相寄赠。当时复旦有《红复旦》、《新复旦》等。具体收集的资料分两个部分，一个

是比较固定的报纸，另一个是油印的手抄本，如首长讲话。有些是到市面上去买、去要，稍

微固定的，如首长讲话也是可以买到的，有些资料后面有单位落款的，我们就和那些单位联

系交换。大部分收集就是这样进行的。到了 1969 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所变化，收

集的形式主要就是互相赠送、交换了。 

金：对，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属于“文革”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国外学

术界甚至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革”到“九大”就结束了。从收集“文革”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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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因为运动从冲冲杀杀的阶段开始收缩了，各造反派的山头也渐渐地削平，各类小报、

传单、资料等印刷品遭到了整顿、清理和查处，所以到了 1969 年以后，就没有了大规模的

资料流传了。当然，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击右倾

翻案风等资料还是有的，就看各图书馆是不是继续收集了。 

曹：那时正式出版的报纸很多，如《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因有固定的出版单

位，我们都有交换关系，可能还有一些定购关系。当时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后，管理还是很严

格的。我们是有过分类的。一般传单性质的，我们不考虑分类。一些不定期的，但是有期号

的刊物都分类。先按照种类性质分类，而后按地区分类，都有分类号，装了 2个卡片箱。而

且还有专人管理，有目录，我们有个库的。但是这些东西，据我的印象，基本不流通。来察

看的，主要是些内部的人。80 年代以后这些东西可能就散失掉了。 

金：我见到上海有些学校的“文革”资料也是这样分类的，比如北京、河南、四川等不

同地区的资料；比如工总司、中学红卫兵、复旦、同济的资料等。当时上海各高校图书馆系

统的造反派还专门编有《简报》，专门开过会，来交流、讨论“文革”资料的收集和保存问

题。我见过这几份《简报》，记得当时在会上介绍经验的有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华东化工

学院等。 

曹：凡是有期号的我们都装订的，还编有目录。现在在复旦能够看到的，比如《工人造

反报》、《红卫战报》、《新复旦》、《复旦战报》等，这些我们还保存着，是比较正规的。现在

想想，当时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很认真的。这个组大概有 4、5 个人。这种专人管理一直持

续到“四人帮”垮台以后。 

金：那复旦图书馆一定收有“文革”中、后期的资料。因为一打三反、教育革命、反击

右倾翻案风，复旦都是全市的重点。那实在太可惜了。我见到许多地方都只有 68 年、69 年

以前的资料，中、后期的资料反而没有。对上海“文革”进行整体的研究，怎么可以没有中、

后期的资料呢？复旦图书馆毕竟是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说明你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图书馆工作

意识的。那么，当时有没有人来阅读、查找、利用这些资料呢？ 

曹：来看这些资料的人是有的，当时我们馆里有一个房间，就是文化大革命资料室，箱

子里面放着卡片，供人来查，但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过，没有专门成立一个“文化大革命资料

阅览室”。后一阶段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那时我已经“靠边站”了。 

金：我跟曹老师是在“文革”后期认识的，曹老师刚才提到复旦仍可看到的那几份“文

革”报刊，是作为开架的品种，当时我就利用过。那么，在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

值得讲述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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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这个印象不深了。有一点，就是关于“复旦南京路”，当时我还拍过照片，后来连

同底片全部上交学校了，应该查得到。当时真是人山人海。 

金：关于资料的交换，我还想问一下。一个是看到人家资料后面印的地址，主动去给人

家交换；还有就是人家写信来，要求交换的。那时复旦也编印了几份报刊资料，一期一期的

出版，如《红复旦》、《新复旦》等。当时是不是出版了以后，送到复旦图书馆来？ 

曹：是有的，定期、固定的供复旦图书馆用于交换。 

金：当时图书馆除了收集和整理“文革”资料，还有没有主动翻印、编辑过这些资料？

因为我发现，当时有些单位，有些图书馆还有过翻印、出卖这些资料的情况。 

曹：这个好像没有。复旦图书馆没作过这样的事。 

金：当时复旦图书馆除了交换资料，还要购买、采购资料，那么有没有专用的资金呢？ 

曹：有一些资金用来购买，作为书报费用可以报销。 

金：“文革”中，很多人来查看 30 年代的报纸，复旦图书馆有没有接待？ 

曹：30 年代的报纸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是作为图书馆的一项正常的业务。 

秦：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要查某某人的历史，就来了。从图书馆的业务来说，我们比较

完整地保留了解放前的报纸。 

金：这类事情在上海“文革”史上，还有一个专题，叫“上图事件”。上海图书馆为这

件事情，不少人受到了很严重的迫害。 

曹：复旦图书馆也有不少人来查找、利用这部分资料，因为复旦的馆藏比较完整，比如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特别是保留了 30 年代各式各样的小报。其中有些是关

于当时政治人物的文章。前来看的都不是一般的读者，都是专案组的。来察看的人一拨一拨

的。还有的从创刊号开始查，所以 30、40 年代的报纸都翻烂了。当时是没有复印机，所以

很多人就拍照。 

金：这方面的报刊资料有没有丢失？ 

秦：也有丢失，但总体保存得比较好。这毕竟是有财产号、有登录号的，而且都是很有

规则的收集和利用。 

金：联系今天的访谈主题，我讲个有趣的插曲。记得是 1967 年夏季的一天，我和一同

学到复旦打乒乓球。天极热，有 30 多度，又是中午，复旦校园里人很少，知了倒是叫得很

响。那同学是复旦的子弟，我记得他一度还是红革会校友兵团的，门路熟，胆子大。当时复

旦的乒乓房就在学生会底楼，现在拆掉了，后面有幢两层的小楼。因为天太热，没打几下就

浑身湿透，大概是为找水喝，还是为乘凉，反正我俩跑到两层的小楼里了，扒住窗口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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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齐齐的一个资料室。近 30 平米，有桌子，有椅子，四周全是斜插的书架，架上插满了

各种“文革”书刊。你别说我们当时只是初中生，看到满满一屋子“文革”资料，心中一阵

狂喜。那同学从天窗爬进去打开了门，我俩关上门飞快地将架上的资料堆放在一起，刚准备

找绳子扎，门开了，一个高高个子的大学生突然站在我们面前，他有点严肃，但不凶。复旦

的学生是文明些，复旦“文革”中没有明显的武斗。他说早已发觉我俩了，并要带我俩到保

卫组去。我俩低着头往楼下走，那楼梯又窄又陡，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子，我走在第一个，

我同学走在第二个，那大学生走在最后。快到楼底了，我同学一声叫“快跑!”，我记得当时

脚下很重，像绊住了似的，毕竟没有经历这样的场面。那同学猛推我一把，又喊一声“快跑!”，

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一撒腿飞也似地跑到很远的地方躲起来。那大学生急得在后面直叫“站

住!”但已无济于事了。我想：这是不是与我现在在复旦、在上海寻觅“文革”资料有种寓

意关系呵。 

这次偷资料没有成功。曹老师说复旦图书馆有个“文革”资料室，现在我可以证明，复

旦的红卫兵组织也设有资料室的。 

秦：不知复旦红卫兵组织的这批资料，后来是不是归入了复旦图书馆的“文革”资料室。 

金：秦老师真是具有良好的职业敏感和职业素养。现在我想问一下，你到了复旦后，看

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秦：我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复旦图书馆系专业毕业的。记得当时有句

话，图书馆在上海，除了上图，就是复旦大学的图书馆算图书馆了。一开始，我就进了报刊

部，跟着曹先生等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因为复旦当时已经有 70 年的历史了，有很多的老报

刊。“文革”资料应该说是有的，我也看到一部分，记得主要有这样几个部分：（一）领导讲

话。内容比较凌乱。（二）各类小报。凡是红卫兵组织都有小报，凡是造反派，第一个任务

就是出小报。出小报是标志着这个组织的存在。（三）“某某事件”的专题传单。（四）比较

多的是当时认为属于公开发表的文革报纸，主要是《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全国各地

从中央到地方的都有。当然 ，还有“文革”期间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曹：我插一句，秦老师看到的这部份“文革”资料是我保护下来的。那是 1977 年的春

天，因为上级有个通知，所有“文革”资料要进行处理，一般的单位都要上缴、销毁，统一

规定由上海图书馆保留一套。我作为一名老报刊人，当时正负责管理资料库。我认为，这批

资料不管对错，作为史料来讲，是可以保留的。所以处理这些资料不是我的本意，领导叫我

处理，也只得执行。那天废纸厂的卡车就停在图书馆楼外面，从早上 9时一直到下午 3时，

我们一包一包地把“文革”资料从窗口扔下去，当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肚子也饿了，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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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紧张，不够吃，容易饿。更主要是心里也不想干了，因为内心里是感到这批资料还是有

价值，还是应保留的，于是，我就对下面挥挥手说没有了，结束了。这样就保护下来三分之

一。应该说复旦图书馆三分之二的“文革”资料是通过我的手丢出去的。前天碰到图书馆的

老同事，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天你在上面丢，我在下面接，废纸厂的卡车开走了，地上散

落了好大一堆，还点火烧毁呢。为了不使火焰熄灭，还不断用铁棍往纸堆里捣。 

金：1977 年的上级通知很重要，它说明这次销毁资料的行动是较大规模的，复旦执行

得也比较坚决。不知其它大学的图书馆如何执行。从性质上说，这应是一次“否定文革”的

实际行动，但从长远看，从本质看，只有深入研究了“文革”，才能真正否定“文革”。 

秦：下面我来讲讲被曹老师暂时保护下来的那三分之一资料的命运。我进入复旦实际上

形势已经相对稳定，属拨乱反正的时期了，尤其随着 80 年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报纸、

刊物日益增多。复旦图书馆很可惜，当时不是一个很大的物理空间，所以库房就不行了。我

们最早存放资料的是理科馆，当时就在两个理科馆的花园里造房子。我们报刊部搬家在图书

馆是有名的。当时认为有些部份一定很有用的，如《人民日报》不能动，那些认为不是很有

用的，就往上推。等到理科馆的花园里都放满了，地方还不够，还放不下，领导就给了防空

洞地下三楼。于是，把这部分“文革”资料，还有外文报纸等，都推了下去。这一次是有损

失的，因为认为这部分是不重要的。普通卡片有分类、有登记，但没有登录，不登录就不算

固定财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曹：确实如此，当时图书馆有这么个观点，只有登录过的，才是固定资产，将来要清点

的；只是在卡片上登记，没有登录过的，散失问题就不大了。 

秦：等到文科馆造好后，资料就要从防空洞拉上来。这一拉，损失就更大了。没搬上来

的，就散失了。有登记但没登录号的，这部分资料就是所谓的传单、领导讲话等。后来我们

也找过，但是找不到了。到后来，中文期刊等都处理掉了。在搬运过程中，我们还招聘过 2

批搬运工，由于这批人对文献认识程度很低，没有保护资料的意识，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把

东西搬空，就算完成了。最后，防空洞还失过一次火。同时，不能不承认，当时对“文革”

资料是忽视的，可能认为这些资料不正式，多是油印的。或许从历史价值上说，这部分资料

巳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可以发现了，有些内容也可能是夸大的等等。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状态。到今天为止，我只能说，“文革”时期公开发行的那些报纸还在。 

金：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某某事件”的专题传单，应该很宝贵。不管夸大还是失实，

终究是原始的文献和记载，尤其是将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材料汇总起来，进行比照，可发

现许多问题。其它有“文革”资料的地方，似乎这样分类的不多。我还想问一下，防空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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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怎么回事？ 

秦：因不在现场，也只是听说。 

曹：听说救火车一来，用高压水枪一冲，留存的资料就全冲毁了。 

秦：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没有登录和搬来搬去上。当时上面要求立刻搬运，规定你几月几

号搬到位。推到防空洞里面的大部分资料是我们报刊部的，推上来的时候很急，在搬运的过

程中，就没了。有的来不及搬运，就处理了。我记得有两个编目录的卡片箱，是有价值的。 

金：我同意秦老师的观点，材料不能随意搬动，一搬动，就丢失，就破损。我现在见到

的几处留存“文革”资料的地方，大多是没有搬过家的，所以积了 40 年的灰尘，一动，就

呛人。有的地方还被野猫筑了窝。 

曹：那也总比丢失了好。再过许多年，复旦有人要研究这段历史，就会感到困难了。 

金：我这儿有份收藏，是铅印的《巴金图书目录（供批判用）》。这份资料扉页上印着“复

旦大学图书馆，1967 年 9 月”，几乎将巴金所有版本，所有文章的目录都收齐了，资料竟然

厚达 40 多页。巴金逝世后在嘉兴召开了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将这份史料带到会

上，那些研究巴金的博士生大为惊叹。 

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也编

过书目。复旦图书馆有这个传统，也有这个能力。 

曹：我想想，1967 年的时候，既没有靠边，又有能力，大概只有几个人。你把这份收

藏带来，这件事应该查得到的。对了，金老师你现在是上海“文革”史料专家，你也应该给

我们讲讲这些年奔波的经历和体会。 

金：简单点吧。这些年我是以“带口罩进库，一身灰出库”，“斜背书包上路，一手捧着

资料，一手握着面饼”的形象，跑了上海许多地方寻找“文革”资料，应该说是有许多见闻

和收获的。仅就面对的人来说，第一种是明显带着“阶级斗争”的警惕眼光来瞄你的，总觉

得你是在干坏事。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人行动很可贵，是对历史负责，应该支持。第二种

是关“学术禁闭”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启封、利用这些资料呢，你怎么可以先来利用。如果

属于个人的学术收藏，当然不能随意进入。其实，这是一所大学，或一座公共图书馆的公共

收藏，况且，起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那里是不会有人专门利用的。同时，也有人认

为图书馆的资源，有人利用就显示价值，就是好事，应该支持。第三种是市场运作“拿钱来”，

看一次资料，付一次钱。不是复印费，是利用费，平心想想似乎也算合理，毕竟是人家的资

源，但开价很高也蛮难承受的。同时，也有人认为这项工作很艰难，很有意义，甚至是功德

无量的，应该支持。三种情况，碰到前类型的就麻烦，就要化许多心思和功夫去解决；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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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类型的就顺畅，心里就乐开了花。当然，也有的地方是一点儿都打不进的，真可谓“水泼

不进，针插不进”，也许是时候不到，还需努力。这件事一是靠意志，二是靠功夫，三是还

得有点运气，有时机缘来临，会给你绝大的惊喜。另外，民间仍有收藏者的，捂着的。我知

道上海还有个废品收购系统，或因拆迁搬家、或因长辈去世、或因单位撤销，大量的文献、

资料，还有档案会不断流落出来，其中有不少相当精彩的东西，包括各种会议记录、文件、

笔记、日记、通知、通告、信件、检讨等，都有人捡出来，弄到文庙去，专门有人收购和买

卖。关键就看你投入的程度了。 

今天就交流到此，感谢各位。 

访问者编辑的有关“文革资料”的两个附表： 

一、上海“文革”运动中基层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报刊 所属组织 创刊 地址 电话 

风雷 市教育局造反联络站 1967.1.5 永福路 123号 377093 

文革简讯 

黄浦江 

上海《黄浦江》编辑部、财革会粮食局革

委会、炮司 

1967.1.23 南京东路东海大楼 565室 293401 

火炬报 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 1967.2.1 中华路金家坊 81号  

出版战线 出版系统红卫兵、赤卫队 1966.12.24 绍兴路 54号 378586 

起宏图 工总司静安区分部 1967.2.1 陕西北路 457号  

黄浦造反报 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 1967.2   

野战报 工总司野战兵团 1967.2.6   

红色无产者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教卫系统

总队 

1967.2.16 南昌路 209弄 3号 372257 

机电造反报 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 1967.2.19   

海员造反报 工总司海运局造反大队 1967.1   

上海学徒 上海市学徒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1.8 淮海中路 1974号 561942 

战到底 上海革造会归侨造反会 1967.2.9   

江南造反报 工总司江南造船厂队部 1967.1.15   

红钢战报 工总司上钢三厂直属团 1967.1   

红色风暴 二军大红色工人造反队 1967.1   

交大造反报 交大革命造反指挥部 1967.1   

工学战线 印刷二厂造反队、同济东方红兵团工学联

络处 

1967.1.19 许昌路 5号 456820-25 

红旗战报 大专院校红卫兵红旗造反司令部 1966.12.8   

挺进军报 上海兴无灭资铲修挺进军 1967.2.20 南昌路 310号 5楼 374049 

反逆流 大专院校反逆流委员会 1967.3.12 交大革命三楼 324 370147-222 

红接战报 红色接班人革命委员会 1967.3 天宝路 534号  

造反军战报 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 1967.3.12 南昌路 102弄 8号 285991 

红色聋人 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1967.4.10 皋兰路 25弄 1号  

红峰通讯 工总司虹口总联络站、华东化工学院红旗

总部 

 四川中路 215号。17期后地址南

昌路 205弄 9号 

2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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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造反报 上海文艺兵造反委员会(业余作者)  上海工人文化宫内  

红医兵团 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  多稼路 1号 770381 

工农兵美术 工农兵美术工作者联合兵团  巨鹿路 314号 565016 

在险峰通迅 市教育局设备服务处(第 26期起标示) 1967.4.20 河南中路 130号 217980 

214904 

工学通迅 工总司化工系统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公社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1967.2.1 威海卫路 727弄 15号  

新上海通讯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1967.5.15 威海卫路 12弄 20号 565298 

点火月刊 工总司点火文学社  延庆路 149号 372529 

工人文艺 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  永嘉路 389号 

汾阳路 112弄 2号 

370699 

370699 

红旗战报 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造反兵团    

看今朝 工总司教工、出版系统联络站 1967.4.26 陕西南路 105弄 8号 372234 

海运战报 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 1967.3   

邮电造反报 工总司邮电总指挥部    

无产者报 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    

反到底通讯 交大反到底兵团 1967.4 交大革命三楼 217室 370147-408 

斗批改通讯 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  陕西南路 105弄 8号 372234 

千钧棒 工总司上海晚报革命造反指挥部 1967.11.7 圆明园路 50号 217307 

春来报 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 1967.7.27 中山东一路 18号 106室  

红卫兵通讯 红西南第一动态组  汾阳路 92号 370841 

中学文革通讯   愚园路 579弄 40号 925337 

冶金通讯 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  江西中路 181号 502室 772149 

文教战线　 红革会校友兵团、教革会等 1967.1.30 永福路 123号  

铁路工人造反报 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  上海铁路局内  

海港战报     

交通战报     

上柴东方红报 上柴东方红    

文艺战士 上海革命文艺战士联合造反总部 1966.12.17 巨鹿路 675号 375450 

红卫东 团市委机关红卫兵造反兵团 1967.3.22 团市委机关内(岳阳路 45号  

红工战报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2.6 乌鲁木齐中路 9弄 11号  

文革消息 各部、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毛泽东思想

红色造反团 

1967.8.29 汉口路 110号 307室 211180-130 

革命造反通讯 工总司普陀区分部  安远路 188弄 18号 534021 

红一月通讯 上海红一月通讯编辑部 1967.8   

前锋通讯 上海前锋通讯编辑部 1967.8 武康路 213号(实为 113号巴金家

中) 

 

音舞简讯 上海市文艺界音乐舞蹈批判联络站 1967.7.6 延安西路 238 号。发行处南京西

路 612弄 59号。 

 

大批判 工总司嘉定地区总指挥部、科大革命造反

司令部 

1967.7  531263 

文革通讯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一八革命造反军上

海市总司令部 

1967.7 22中 37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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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动态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半读革命造反第三司

令部 

 西藏中路 381 号。来信及资料共

和新路 3101号。 

295511 

291485 

斗批改 上体司陆海空斗批改联络站  北京东路 239号 219862 

通讯简报 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 1967.9 康定路 1007号 924399 

动态活页  1967.4.5 邯郸路 440号 618820 

中学通讯 《上海公社》编辑部 1967.4.28 愚园路 579弄 40号 925337 

北海战报 工总司北方区局联络站、交大反到底战海

区纵队 

 东大名路 378号 455200-227 

教育革命 教革会  淮海中路 1285—43-45号 370248 

农业教育革命 上海市属农校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松

江农业学校 

 华山路 241弄 7号 377923 

红医简报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瑞金二路 207号 375056。夜 

间 368641 

动态 工总司普陀区分部 1967.7 武宁路 51号 1号楼 533056 

科影简讯 科教毒草影片批判组 1967.8.10 复兴中路 1315弄 44号  

中教造反报   五原路 73号 375657 

简报 红卫兵上海半工半读革命委员会 1967.7   

红卫通讯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农)半读革命造反委

员会 

 威海卫路 727弄 19号  

黄浦造反简报 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黄浦区财贸系统联

络站 

 南京东路 486弄 11号 294611 

290484 

科技造反报 上海市科技单位革命造反司令部    

大破大立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红旗兵团  安福路 284号 372636 

交大通讯 工总司水产联络站、交大红卫兵师(筹)联

络组 

 中山东一路 18号 4楼、交大革命

楼 102室(发行) 

217952 

370147-404 

险峰简讯 工总司华东物质局指挥部  南京东路 66号  

爱卫战报 市爱国卫生运动第一线指挥部  汉口路 193号 145室 212382 

激扬文字 上海京剧院无产者联战队  绍兴路 9号 375983 

越剧战报 上海越剧院八一公社  复兴西路 10弄 16号 378422 

外语曙光 上海外国语学院  183信箱  

情况交流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宝山县指挥部  江湾中学 第 14 期起设第二发行

处南京东路 233 号大楼底层(周

4、5值班) 

661331 

211180-149 

红旗通讯 首都红代会北外红旗编辑部、红卫兵上海

纺织工专平型关军团 

 长宁路 1187号 925275 

纺织动态 工总司纺织系统联络总站 1967.6.1 中山东一路 24号 121室 371118 

浦江风云 浦江风云通讯社 1967.7.25 威海卫路 48号 562851 

工学简报 工学简报编辑部  成都北路 262弄 15号 566637 

惊雷 工总司半工半读联络总站  陕西南路 105弄 5号 376081 

上海科技战报 上海科技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1967.6.25 南昌路 47号 282140-8 

红卫兵快讯 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编辑部 1967.9.10 威海卫路 727弄 6号  

红卫兵通讯 嘉定县红代会(筹)  嘉定城廂镇南大街 321号 950335 

红旗战报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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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东方红通讯 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毒草影片筹

备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 

1967.9.9 漕溪北路 595号 380504 

东方红通讯 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第一委员会、东方

红工学革命造反团 

1967.9.2 陕西南路 488弄 1号 371935 

新科研 工总司科研系统联络站  永嘉路 590号 377520 

动态 工总司虹口区总联络站、上体司虹口区司

令部、化工学院红旗兵团 

 梅陇路 130号 389061 

动态通讯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总革委会    

动态报 工总司办公室    

动态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上海

轻工业学院火线指挥部 

1967.9 宁波路 476号 290316 

动态 工总司卢湾区教工大队    

动态 红反会上海轻校八一 0红卫兵  邯郸路 440号 618631-30 

红峰通讯 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  武进路 250弄 1号  

征腐恶 红三司成都中学联络站、版司新华印刷厂

造反大队 

   

云水怒 

红造会通讯 

上海人民公社红卫兵半工半读红色造反

委员会 

 陕西北路 188号 2楼 539021 

长缨通讯 红代会(筹)大批判联络站、工总司版联革

命出版社造反队 

1967.9.15 瑞金二路 272号 374706 

372338 

简报 上海科技单位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卫战刊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1967.8.22 威海路 12弄 44号 530588 

红卫兵通讯 红西南、嘉定县红代会(筹) 1967.7.13 汾阳路 92号 375835 

东方红通讯 红卫兵上海化工学校第三司令部    

文革动态 上海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  宁波路 120弄 22号 210955 

文革动态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半读革命造反第三司

令部、上海教育学院红联会战上教五四战

斗团 

1967.6.23 沪南：漕溪北路 45号 

沪中：西藏北路 381号 

沪北：中山北一路 420号 

393641 

295511 

287622 

通讯简报合刊 上海半工(农)半读红反会、上丝六厂造反

有理红卫兵 

1967.8.26 康定路 1007号 924379 

文革消息 《文革消息》编辑部 1967.9.15 淮海中路 1285弄 39、44号 378536 

文革简讯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崇明联络站 1967.9 崇明供电所 105室 298298-245 

文革简报 工总司崇明联络站农垦联络组 1967.9.5 西藏路 632号 5楼、崇明南门港

工总司崇联站 

 

工司卫通讯 工总司卫生系统联络总站 1967.9.12   

市政批判 工总司市政组大批判联络站 1967.8.28 青海路 100号  

军内文革通讯 驻沪三军院校、科研设计、文体单位无产

阶级革命派 

1967.9.4   

简报 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工总司科研系统联

络站 

1967.6.16   

复课闹革命 教革会  淮海中路 1285-43 368511 

半工半读消息 上海人民公社红卫兵半工半读红造会火

线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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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革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市西、沪西中

学总部 

1967.8   

卢湾区大批判 卢湾区革委会大批判宣传组、各系统革命

造反派联合宣传组 

1967.9.5 复兴中路 532号 378551 

外贸通讯 工总司外贸指挥部  中山东一路 18号、27号 526室。

发行：31号 3楼 

216773 

217350-16 

文革简讯 上海(半)红造会杨浦区联络站  怀德路 260号 454429 

文革消息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浦东联络站  海运学院 840040 

快讯 红卫兵新华东化工学院师(筹)、工总司化

工联络站化肥农药分部 

   

红旗漫卷 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  平凉路 818号 456450-134 

红色公安 上海市各区县公安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红

卫兵市公安学校革委会等 

1967.9.8   

中学交流 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 1967.9.3 交大附中、南洋模范中学  

房产工人 上海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  淮海路 469号 283504 

房地战报 房地产战线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  淮海中路 469号 5楼 77号 282706 

海涛通讯 工总司海运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华东化工

学院红旗总部 

 东大名路 378 号北方区海运管理

局东楼 302室 

455200 

455445 

新上海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 1967.8.25 淮海中路 1288号  

首都通讯 《首都通讯》编辑部 1967.9.6 平凉路 2049号 431000-28 

资料 轻工系统司令部战上海红艺兵 1967.9.1   

大批判专刊 上海师院附中炮司联络站、上海 1127 通

讯组 

   

战地黄花 《战地黄花》编辑部 1967.9.14   

联司战报 上柴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版代会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筹)    

教卫通讯 上海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

大专院校大批判等 

   

教育批判通讯 上海市中小学教育批判联络站 1967.9.8 永福路 123号 377190 

电影东方红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革委会  漕溪北路 595号 880504 

工学通讯 工总司 7029 联络站、上海工学院东方红

兵团 

1967.8.23   

黄浦通讯 黄浦通讯编辑组 1967.8.26  534583 

海员战报 《海员战报》编辑部    

闵行(简讯) 工总司闵行联络站  闵行 1号路 291弄 3号 356341 

纺织战讯 《纺织战讯》编委会  中山东一路 24号 215879 

农村科技小报 上海市科协  南昌路 47号 282040-36 

绿色电波 工总司邮电系统联络站《邮电造反报》、

上海晚报《千钧棒》 

1967.8.23 四川北路 61号 240300 

南汇造反报 南汇革命造反派临时联合指挥部 1967.7.8   

科技电影战报 上海市科技界大批判联合委员会  斜土路 2567号 389121-123 

技术革命(原《技

术交流》) 

  江西中路 181号 2楼 

康定路 359号 

217316 

56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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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战报  1967.7 圆明园路 169号 514室 210630 

电挂 0062 

二、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组织在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报刊 所属组织 创刊 地址 电话 备注 

井岗山报 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 1967.2    

文化革命通讯 新北大驻沪联络站     

红旗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广元路 160号 374654  

首都红卫兵（上海

版）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1967.3.6停刊 

新北大评论 新北大驻沪联络站 1967.1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

沪联络站 

1967.2.8 交大东风楼 206室 371721. 1967 年 9 月 8

日，与航空工业

学校红三司合

作复刊 

红旗评论 大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沪

联络站 

    

红色通讯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红色通讯

社上海分社 

1967.9    

红色造反报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

站 

1967.9.1    

首都红卫兵通讯 首都中学红代会上海通讯组 1967.7    

在险峰通讯 江苏无锡主力军、红代会驻沪

六三 0联络站 

1967.8.31    

红卫兵通讯 苏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

令部、上海新轻校革委会支苏

兵团 

1967.9.4    

文革通讯 上海《外贸战报》、半工半读

工业大学红卫兵师、首都红代

会外贸学院新东方红公社驻

沪办事处 

1967.7.29 圆明园路 169 号

513室 

210630 电报挂号 

0062 

红卫兵师 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

红公社驻沪办事处 

1967.8 圆明园路 169 号

514室 

210630 

 

电报挂号 0062 

文革动态 浙江湖州《红湖怒涛》编辑部、

交大红师(筹)红卫兵通讯社 

    

新疆文革 兵团文革联络站誓与王恩茂

血战到底大会战上海战区、红

卫兵上海新师大战新疆兵团 

1967.8.23 巨鹿路 695弄 8号   

东方红、井冈山通

讯 

同济东方红兵团延安通讯社、

工总司水泥厂全无敌通讯社、

清华井冈山兵团 035部队 

1967.9.17    

东方红战报 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地

质学院赴沪教改组 

1967.9.22    

东方红通讯 工总司一机部直联络站、首都

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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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 

浙江通讯 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组、工总

司浙江沪办联合大队 

 河南中路 505 号

113室 

210507  

苏南火线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

联络站 

1967.8.18 华师大数学馆 216

室 第 4 期为重庆

南路 205弄 19号 

548461-233  

井岗山人通讯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华东

地区联络总站、工总司版联市

印四厂造反队 

    

苏州火线 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驻沪办事处 

1967.9.5    

文革通讯(上海版) 浙江省嘉兴工人革命造反第

三司令部、上海红三司《迅雷》

编辑部 

    

四川简讯 上海市大专院校四川问题联

络站、工总司上海纸盒印刷厂

工人造反队 

 四川中路 320号 218428  

战苏南 上海《科技战报》编辑部 1967.8.25    

湖南通讯 湖南工联、湘江风雷、井冈山

驻沪联合兵团、上海高校支湘

联络站 

1967.8 交大革三楼 314室   

武汉“三钢” 武汉“三钢”赴沪战团     

新疆通讯 新疆红二司赴沪学习调查团、

上海航务东方红新疆问题联

络站 

1967.8.12    

苏南快讯 无锡主力军、上海半工(农)半

读红反会《红卫通讯》编辑部

    

新疆风暴 红反一会、打倒王恩茂新疆驻

沪火线指挥部、南汇县红代会

(筹) 

1967.9.1    

石市狂人 石家庄红二司河北师大东方

红公社赴沪宣传组 

1967.9.1    

浙武造反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

部、武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

部驻沪记者组 

 河南中路 505 号

113室 

210507 

214450 

 

注意：1967下半年外地在沪组织所办刊物有两种情况：一、因武斗，外地组织在上海制造舆论，主要是江、

浙地区，以及新疆等地。二、外地组织插手上海的文革运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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