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 9月 25日，时年 42
岁的刘开渠重返上海，就职上海
市工务局从事都市美术设计工
作。刘开渠离开上海已 10年有
余，而此次返沪则是他寻找光
明、雕塑人生的重要阶段。

刘开渠此次返沪求职系经
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时任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组长郭
有守协助，由国民党元老张群向
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举荐
而成。赵祖康很快安排刘开渠就
职，让其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园场
管理处技正、造园课美术工作室
主任。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刘
开渠不仅认真投入园场管理处
的美术设计工作，还忘我地创作
了一批艺术精品，为迎接上海解
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都市美术设计

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
造园课的主要工作即负责“全市
园林旷场林荫道的规划设计与
改进推广工作”，刘开渠和助手
姚继勋主要负责园林和旷场中
的美术设计。彼时园场管理处处
长兼总技正程世抚正在主持编
制新一轮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在
绿地和公园系统方面也有了全
新的设想，而刘开渠提出的都市
美术设计思想恰好成为这一庞
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6年 10月，上海市美术
中心举办美术讲座，邀请刘开渠
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主讲《都
市美术之重要》。他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回顾了自己在欧洲游历
意大利罗马和法国巴黎的见闻，
结合当时的形势认为日后的工
作“大约先从公园的美术设计入
手吧”。

刘开渠在《工程导报》上发
表《创造新的都市美术》一文，详
细阐述了都市美术设计的重要
性和具体思路，即既不能趋于复
古，又不能醉心西洋，而是“必须
创造一种新的、独立的，即是说
一种能够表现现代中国的都市
美术、以养成市民有自信的心理

和创造的精神”。他特别强调把
建筑师、雕刻师、园艺师统筹起
来，“以民族精神、国家思想与时
代潮流为根据的去创造，尤为全
部重要的关键。至于如何才能创
造新建筑、新雕刻、新的园场布
置那更须分别加以研究、说明”。
在工务局的安排下，刘开渠先后
参与了修缮和平女神像、筹备上
海美术馆、设计英士公园陈英士
雕像等工作。

遗憾的是，以上刘开渠参与
的尚有记录在案的造园课都市
美术工作大多停留在图纸设计
阶段，均未能实现。这种理想与
现实的反差更坚定了刘开渠为
梦想而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雕塑艺术创作

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刘开渠
还挤出时间以极大的热情为蔡
元培和鲁迅这两位对他产生重
要影响的老师塑像。

1947年刘开渠受北京大学
和中央研究院委托，为蔡元培塑
像。这并非刘开渠第一次为蔡元
培塑像。刘开渠认为，为蔡先生
塑像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承
接这项工作正可表达他对蔡先
生的崇敬和感恩之情。蔡元培胸
像于 1948 年 10 月运抵北京大
学孑民纪念堂，该像“红铜精刻”
“安详苍老，令人景仰”。刘开渠
又用蔡元培胸像所得酬金的剩
余部分为鲁迅塑像。为此，刘开
渠和夫人曾专程去拜访许广平。
许广平对刘开渠的想法很支持，
提供了很多鲁迅先生的照片。刘
开渠先后为鲁迅做了一个浮雕
像和一个圆雕头像。

除此之外，刘开渠还为叶恭
绰、范旭东及上海历任市长创作
了雕塑。为永久纪念上海交通大
学老校长叶恭绰，赵祖康出资并
延聘刘开渠设计制作叶校长铜
像。该铜像于 1947年上海交大
51周年校庆时，在工程馆改名恭
绰馆命名典礼上揭幕。1947年 4
月，永利总公司及南京永利鴽厂
聘请刘开渠为中国化学工业专
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
旭东造像。经过 10个月的精心创
作，刘开渠完成立像、胸像各一
尊，立像于 1948年 4月运往南京
永利鴽厂安放，胸像是否送往总
公司待考。

参加革命斗争

早在 1946年 3月 24日，为
对抗国民党组织的上海美术会，
西南各地复员的美术工作者和
沦陷区不肯附逆的美术家们抢
先一天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外
围组织的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站
在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
的时代潮头。刘开渠入沪工作后
不久便被推举为该协会的负责
人。1946-1948年，上海美术作家
协会连续三年在大新公司四楼
画厅举办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会
员作品展览，每次展品均达 200
件左右。展品除在报刊发表外，
也公开出售，收入款项部分留作
协会经费，其余的捐献给救济苦
难民众的慈善机构。1947年，刘
开渠送展的作品是《孙中山像》。

1949年 3月，中共地下党
员陈白尘来到刘开渠家，告诉他
上海快要解放了，希望大家准备
欢迎解放军进城。随后，刘开渠

联络陈秋草、潘思同和庞薰瑢等
人，找来几匹大白布连夜绘制毛
主席像，并将该像于 5月 27日
上海解放当天和朱德、陈毅画像
一起，悬挂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大
楼前。这一时期，刘开渠夫妇为
了逃避特务的跟踪监视，搬离了
第三苗圃，他们在临时住处又自
行购置白布缝制了一幅特大标
语，刘开渠在上面绘制了毛主席
像，这幅画像也通过地下党组织
连夜挂在了国际饭店外墙的突
出位置。

同年 5月 28日，刘开渠与
其他上海美术界代表在《大公报
（上海）》上发表了拥护上海解放
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上海
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
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
创造人民的新美术”。上海美术
界的艺术家们商议决定画一幅
更大的布画来庆祝上海解放。于
是，刘开渠领导陈烟桥、郑野夫、
杨可扬、张乐平、洪荒、陈秋草、
赵延年等 16位同志，分头设计
画稿，然后在回力球场(现卢湾
体育馆)用纱布包棉花蘸墨色合
作绘制了《毛主席指引我们前
进》的巨幅宣传画。这幅长约 13
米的大型宣传画后来也高悬在
国际饭店的南墙上，在上海市民
中轰动一时。

1949年 7月 2日，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北平召开，刘开渠作为上海市
文艺界代表出席大会，并当选为
中国文联全委和中国美协全委。9
月 15日，上海美术家协会在上海
大新公司四楼举行第一次执行委
员会，刘开渠当选主任委员。

不久后，刘开渠接受组织
委派，前往杭州接收国立杭州
艺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从
重返上海到再次离开上海，刘
开渠在上海工作与生活的三年
尽管充满艰辛与危险，但他找
到了通往艺术光明的新道路，
三年的都市美术设计实践也成
为他奠基新中国城市雕塑事业
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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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

9 月 20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袁
人民政协是 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
主党派尧 无党派人士尧 人民团体和
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

伟大创造噎噎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
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冶遥 新中国
成立前袁 民盟与中共同舟共济尧 亲
密合作袁 为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作
出了重要历史贡献遥 让我们共同回
望这段历史袁 重温民盟在历史关键
点的使命担当与不懈努力遥

新中国成立前民盟对政治协商制度的贡献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
式确立。值此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之
际，我们回望这一重要制度的来龙去
脉，必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
主同盟始终在为争取和平、民主和自
由，反对战争、独裁和专制而努力，并在
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组织与理念的自
我更新，在实践和行动上与中共同舟共
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贡献。

民盟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协商经验

回溯民盟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其形
成与国共两党显著不同，其成立与改组
的过程，都建立在多党多派的整合、协
商之上，具备罕有而丰富的政治协商合
作经验。1939年，国民参政会中的党派
领导人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
及社会贤达张澜等，酝酿成立联合政治
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密切联动国共
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
人士，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
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打下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1941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组织，“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遂告成立，参加的党派有中国
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
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
建设协会，以张澜为代表的社会贤达也
纷纷加入，后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

入，奠定了早期民盟“三党三派”的架
构，也开辟了民盟通过协商和合作解决
国是的基础路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主宪政中
的活跃表现，吸引了大批无党派民主人
士。为取消党派限制，变政团联合体为
民主人士个人联合体，1944 年 9月，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
议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渊以下简称
野民盟冶冤，并讨论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
纲领（草案）》。纲领提出了关于建立中
国民主制度的具体方案，如“民主国家
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
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
应实施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
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等。此次
改组后，民盟有计划地在中国西南、西
北等地区发展组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
政治舞台上具有了真正意义的多党合
作与政治协商，以“最大公约数”为其后
与中共的合作与协商作好了路径和经
验准备。

民盟与中共合作互信机制的建立

民盟成立后，迅速找准定位和立
场，以“中间道路”的姿态，成为当时国
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这既有效
整合了国共而外的政治诉求和力量，
同时在“民主宪政”运动、“联合政府”
口号呼应等方面，在救国理念及行动
上与代表先进政治方向的中共达成了
同频共振。

1945年 7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
际，以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为代表的
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赴延安与中共领
导人会面，双方一致同意为了民主大义
迅速召开具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以
期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同年 8月 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
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鉴于中
共的政治理念与民盟高度契合，民盟与
中共进行谈判，决定相互合作、相互支
持，双方同意遵守以下约定：双方不得

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凡中共主张，
且不违背民盟原则的情况下，民盟有支
持的义务；民盟在各解放区可设立支
部，中共承认协助，并与中共地方支部
交换情报。这表明，在抗战胜利前，通过
访问延安、谈判约定等途径，民盟与中
共两党逐渐靠近并相互支持，为接下来
抗战胜利后在政治协商上里程碑式的
合作奠定了新的道路和基础。

民盟与中共在野旧政协冶里程碑式的合作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签订的《双

十协定》，未能扼制蒋介石假和平、真内
战的政治野心。重庆谈判后，中共与各民
主党派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出发，
团结协作，努力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渊简称
野旧政协冶冤的召开。“旧政协”最初商定的
代表名额是：国民党 9人、共产党 9人、
民盟 9人、社会贤达 9人，共 36人。民盟
与国共两党名额相等。但国民党在代表
名额上一边以高官厚禄拉拢和利诱民盟
部分领导人，一边又鼓励青年党在民盟
内部闹独立，硬要把民盟的 9个名额让
出 5个给青年党，对民盟进行分化，以孤
立共产党。中共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最终
决定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但不
占民盟名额，由中共让出 2名、国民党让
出 1名，再由总名额的 36名增加到 38
名，维持民盟 9个名额不变。

中共主动让出代表名额以照顾和
支持同盟者的真诚态度使得民盟深受
感动，增强了其对中共的信任与感情。
会议期间，民盟与中共在宪法草案、国
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等
五方面议题上商定：各民主党派提出
的宪法修正原则限制了蒋介石的独裁
统治，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民盟
与中共双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应占国民
大会代表总数的 1/4，以防蒋介石将其
变为自己的表决机器；为打破国民党
的提案骗局，同时避免陷入僵局，可以
接受国民党“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的
建议，但必须用委员制的集体政府来

取代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总统制；民盟
反对国民党的主张，支持中共的《和平
建国纲领》等。

然而，国民党并未遵守政协决议。
1946年 6月，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
国民党单方面决定于 11月召开“国民
大会”。为维护政协决议，民盟拒绝参加
“国民大会”，抵制国民党的“政府改
组”，此举激怒了一意独裁统治的国民
党。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
“非法团体”，强行解散民盟并明令“严
加取缔”民盟及其成员的所有活动。同
年 11月，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宣布解
散，民盟不得不以其他秘密的或地下组
织的形式进行民主活动和反国民党独
裁斗争。但民盟在“旧政协”以及遵守政
协决议上与中共紧密合作，进一步增强
了双方的合作信心，也形成了新中国成
立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最主要的成
功案例。

从响应野五一口号冶到确立野新政协冶纲领
1948年 1月，在中共的帮助下，民

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恢复民盟总
部，郑重表明了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
裂、“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的
基本立场和态度。会议通过的《三中全
会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民盟在新形势
下的斗争目标和任务，明确提出“坚持
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积极以
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
装”，要“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
动集团”，“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标志
着民盟的政治天平彻底“向左倾斜”，也
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的关键要素———
接受中共领导的开端。

1948年 4月 30日，为迎接全国解
放，中共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6月 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
书》，指出“五一口号”“是一切民主党派
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
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

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
为本盟的一贯政治主张”。民盟还提出
通过“新政协”解决国是的四点基本认
识，进一步表明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
统治、建立民主新中国的政治立场和主
张。从这一刻起，民盟已经放弃了过去
对“一纸议决安天下”的知识分子幻想，
转变成为浴火重生的成熟政党，并勇敢
地担负起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一时代和
形势赋予的光荣使命。

1949 年 1月，民盟连续发表《响应
毛泽东主席八项和谈主张》和《对和平
的态度》，积极响应与支持中共的立场
和主张。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至北
平，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
员会，并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
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
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6月，“新政
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
开，民盟中有沈钧儒、章伯钧、张澜、张
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七人参
加。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与会的民
盟代表共 16位。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致辞中指出：
“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
结果……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
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
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
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
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
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
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
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盟领
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并致贺电表示民
盟“完全拥护政府，坚决执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完成新民主
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综上所述，民盟在召开人民政协、
组建新中国的历史关键点上担当了独

一无二的使命，不仅为中共建立政治
协商制度提供了坚实保证，更为其他
民主党派树立了信心和示范，引领它
们参与到由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
中来。这首先是因为民盟由多党多派
凝聚而来，具备了丰富的政治协商经
验；其次，在民盟成立之前，具备实际
政治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不存在多
党合作，而民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
治舞台上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合
作与政治协商；最后，民盟通过“旧政
协”中与中共同舟共济、团结“第二条
战线”、响应“五一口号”等行动，在民
主党派中最先与中共建立起了合作互
信机制，承担了民主党派主力军的作
用。故此，民盟作为与中共合作时间最
长、政治协商经验最丰富的民主党派，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时期，具有民
主党派中最为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为
人民政协成立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
作出了卓越而独特的贡献。

渊作者系民盟市委青委会副主任尧
华东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冤

荫王同彤

纪念应云卫诞辰 120 周年

应云卫是中国著名戏剧尧 电影艺术家袁 1904年出生于上海袁 1956年加入民盟遥 为纪念应云卫
诞辰 120周年袁 本报独家刊发由应云卫孙女尧 民盟复旦大学 渊邯郸校区冤 委员会原副主委尧 复旦大
学教务处原副处长应质峰撰写的纪念文章袁 共同缅怀这位有着深厚爱国情怀的老盟员遥

怀念我的爷爷
———戏剧、电影艺术家应云卫

荫应质峰
我的爷爷应云卫是戏剧、电

影艺术家。记得 2004年，在爷爷
诞辰 100周年之际，家人为他出
版了《应云卫纪念文集》，里面有
不少他朋友的题词，其中，夏衍的
“戏剧魂”三个字印在了扉页，让
我印象尤为深刻。

我最近读了著名影评人石凌
鹤在 1936年 12月写的《应云卫
论》，清晰了解到爷爷早期从事戏
剧、电影的足迹。爷爷于上世纪 20
年代在日商轮船公司做买办时，
就利用业余时间活跃在话剧舞台
上。1933年，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
之际，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导演了
话剧《怒吼吧，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并彻底离开了安逸的生活。
他编导的电影处女作，是党的电
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的首
部电影《桃李劫》，该片在 1934年
12月首映，是中国首部采取同步
录音的方式拍摄的有声电影，其
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
歌》一直传唱至今。

1937年春，上海成立了业余
实验剧团，爷爷担任理事会主席
兼舞台监督，剧团演出了《罗密
欧与朱丽叶》《武则天》《太平天
国》等，爷爷亲自执导了曹禺的
新作《原野》。七七事变爆发后，
话剧《保卫卢沟桥》于同年 8 月
初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演出，爷爷
是庞大的导演团成员之一。随
后，他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
四队总队长，告别家人率队沿沪
宁线作抗日救亡演出。

1938年 1月至 1941年 6月，
爷爷在武汉和重庆任中国电影制
片厂导演。他所导演的《八百壮
士》是默片，但运用了蒙太奇的
导演手法，这在中国电影中还是
首次。其中一连串的叠印画面，
快速的场景转移，非常简洁地展
现了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杀
敌的壮举以及上海人民对民族
英雄们的支持与崇敬。影片在国
内公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强烈震
撼，很多爱国志士都在此片影响
下投身抗战。该片在美、菲、缅、
法、瑞士等国的反侵略大会上放
映，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

热情关注，不少国际友人自愿捐
款支援中国抗战。今天，在四行
仓库纪念馆中，观众还可以看到
该片片段和我爸爸应大明对此
的叙说，以及一座“中国反法西斯
战争优秀影片”新进杯奖杯。

1940年 1月，爷爷率“西北摄
影队”赴内蒙实地拍摄《塞上风
云》。在同年 2 月和 9月两次途经
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
人的亲切接见。10月 21日，他们
返回重庆。该片历经磨难，终于
在 1942 年 2 月在重庆抗建堂正
式上映。
皖南事变后，一批文化人转

移到香港等地。受周恩来同志的
重托，爷爷放弃了在国民党控制
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的高
薪职位，于 1941 年担任“中华剧
艺社”社长。剧社演出了《屈原》
《天国春秋》《家》等话剧，激励了
民众斗志。

爷爷曾在 1938年《弹花》杂
志上发表《战斗的戏剧》一文，其
中写道：“在文盲遍地的中国，文
学的宣传和理论的讲说，都不如
戏剧容易被大众接受，都不及戏
剧收效宏火。所以戏剧成了文化
运动中锐利的武器……拿戏剧的
力量和我们最大的敌人战斗。”重
温这些文字，我不由感慨，爷爷正
是用电影、戏剧作为抗战的武器，
激励着、鼓舞着国人的抗战热情
与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他的爱国
情怀。

为了抗战戏剧事业，爷爷把
孩子们托付给他的大嫂照顾。他
不幸失去了一儿一女。我的小叔
叔在上海因贫病交加、感染肺炎
而夭折。在爷爷、奶奶去塞外拍摄
《塞上风云》时，他们把年幼的女
儿托付给重庆老乡家，她也不幸
染病而亡。我想，这也是我父亲应
大明 1948 年立志选择读医科大
学，毕业后选择做儿科医生，一辈
子为患儿、为医学事业作贡献的
原因之一吧。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拍摄了
故事片《不准走那条路》, 京剧《宋
士杰》《周信芳舞台艺术》《武松》
和越剧《追鱼》等戏剧艺术片，将

这些老艺术家们最好的作品留给
了后人。1964年北京京剧汇演时，
周信芳院长邀请爷爷担任《智取
威虎山》的主导演，他用话剧艺术
的形式来改编传统京剧，获得了
广泛赞誉。同时爷爷还为沪剧团
排练《红灯记》，为话剧团导演《日
出》等等。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爷爷在《文汇报》上
发表文章《一个话剧老兵的话》，回
顾了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从上世纪
20 年代初到 50 年代末，成长为
“话剧老兵”的经历。

爷爷担任过江南电影制片厂
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中国
电影家协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
三届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等职务。1956年，爷爷加入中国
民主同盟。近年，我从民盟市委
查询到了爷爷的入盟申请书，其
中详尽的履历非常珍贵。爷爷还
在《上海盟讯》上发表过参加盟
代会的体会《把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都交给青年一代》等文章。
爷爷生前没有留下完整的著

作，但这几年我从不同渠道查阅
到，爷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
文章超过 80 余篇，其中不少份
量很重。如 1942 年 11 月 8 日，
他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致苏
联戏剧界的信》，只署名“应云
卫”三字，我询问了文艺界老领
导的后辈，他们说：“你爷爷是知
名民主人士，不用说是干啥的。”

1967年，爷爷不幸离世。1978
年 11月，上海电影局在龙华革命
公墓举行了“应云卫同志骨灰安
放仪式”。会上，夏衍从北京寄来
悼文，道出一个雪藏 48 年的秘
密———“应云卫是左翼剧联的秘
密成员！”原来在 1930年“剧联”
成立不久后，爷爷就加入了。从那
时起，他就在“剧联”的领导下，为
新中国成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
业一直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从那
时一直到离开人世，他都不曾和
家人提及过此事。
“面对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使命，不要被名利所困。”这是爷
爷给我们大家庭留下的最大财富。

纪念刘开渠诞辰 120 周年

民盟盟员刘开渠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袁 他主持并参与设计创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袁 其中 叶胜利渡长
江曳 叶欢迎人民解放军曳 叶支援前线曳 三块浮雕是他雕塑艺术的代表作遥 为纪念刘开渠诞辰 120周年袁 本报节选民盟上海长宁区
委青委会秘书长袁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尧 总工程师赵彦撰写的 叶刘开渠在上海 渊1946-1949冤曳袁 以追怀这位
杰出的人民艺术家遥

刘开渠在上海（1946—1949）
荫赵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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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渊草案冤曳手稿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叶胜利渡长江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