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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位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中南海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700亩。中南海的“海”

是蒙古语“海子”的简称，是水域的意思，因为地处北京中南方位，故称为中南海，此名始于元代，一直沿用至今。

2月7日上午，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

的李富坤同志来到丰泽园。他一是了解

中南海的现状，二是勘察警卫部队进驻的

营房和警卫点的分布设置。此时的中南

海，除摄政王府仍有北平市旧政府和民政

局在此滞留办公外，其他闲散人员已基本

清出。李富坤走后不久，新成立的中央公

安纵队警卫一师一团正式驻防中南海。

同日上午，齐燕铭与周子健带领交际

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并进入中南海，一时间丰

泽园里人气旺盛，一片笑声。大家察看了丰

泽园和瀛台。后经几位主要干部研究决定，

将由石家庄、正定等地来的同志与从西柏

坡、李家庄来的同志统一编组开展工作。

当时拟定的主要工作有：（1）清查中

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

等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2）勘查所有房

屋的破损程度，制订修复计划，联系修缮

单位（年底前共修缮房屋2000余间）；（3）

联系北平市有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

电路、道路、上下水及安装电话等；（4）联

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并适时组织清

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后组织部队清

出海底淤泥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

起了护岸，杂草、垃圾也被彻底清运干净）；

（5）加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

系，配合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周子健在宣布工作职能和各组人

员名单后说：“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们总得有个名称才好。叫‘中南海办

事处’如何？”大家听后一致鼓掌通过。

散会后有人跑到丰泽园的大门口，摘掉

了那块“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旧招牌。

从此，我们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开展

了对中南海的全面整治工作。（夏杰 口

述 龚喜跃 整理） 据《解放日报》

亲历者回忆1949年接收中南海
军政要地无人设防盗贼横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当天，有关部门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首先接

收了中南海，并对中南海做了初步勘查，为党中央顺利进城、新政协胜利召开，乃至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2月3日凌晨，齐燕铭

（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周子健

（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等

人从西柏坡赶到北平。刚一下车，

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便追到了

北平。在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一

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

达给他——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

店接收下来。

齐燕铭立即与军管会及北平

纠察总队接洽，准备接收中南海。

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新旧政权交替

很不稳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单位和

部队很多，隶属关系复杂，为防止

意外发生，齐燕铭马上通知申伯纯

（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

接受任务并立刻安排当天下午到

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2月3日下午3点，我们观看

完解放军入城式后，正在前门大街

牌楼西侧的华北饭庄吃饭，申伯纯

对我和陈群海（保卫干事）说：“你

们俩马上随我一同进中南海。”我

们随即取来行李，上了吉普车。

车到新华门，见大门敞开并无

军警守卫。我们沿南海西岸向北，

径直驶达丰泽园大门口。下车后，

见丰泽园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

园管理处”的牌子。

我们直接走进丰泽园的颐年

堂大厅，申伯纯立即去找公园负责

人谈话。他出去不大会儿，带进一

位50岁上下的先生。申伯纯高声

向他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

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随

后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

公文交给了那人。那人静静地听

完申伯纯的宣布后立即点头称是，

邀他到里屋谈话并办理交接手续。

接收手续很快办完了。不一会儿，

就有人为我们搬来床板和长凳，我和陈

群海在大厅靠西墙处架起两张床，打开

了行李。申伯纯临走时对我们说：“今晚

辛苦你们了。你们是中央机关最早入驻

中南海的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后

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晚上注意

安全！”说完，他看了一眼陈群海斜挎在

腰间的手枪。

晚上睡觉前，我和陈群海决定到外

面走走。出了丰泽园大门，对面是瀛台

小岛。北平的夜幕来得快，才下午5点天

色已是一团黯黑，影影绰绰地只能看见岛

上参天的古树和古建楼阁的轮廓。丰泽

园门前不远处有条带花格高护墙的引水

沟，我们沿护墙下的一条窄路向西漫步。

突然，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顶上发

出一阵响声，只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陈群海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顶上了膛

火，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筒，厉声高

喝：“什么人？站住！”黑影见状惊慌失措

地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围墙。

盗贼跑了，我们不便追赶，立即走

进那处房门大开的屋中察看。在手电筒

的照射下，只见屋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

许多书籍，仔细翻看才知道是国民党当

局查抄的进步刊物。我从地上捡起一本

小册子，《毛泽东论辩证法》几个字赫然

映入眼帘。

我们不禁感慨，这处历史上的军政

要地竟城门洞开无人设防，难怪盗贼横

行。饱经沧桑的中南海，在内忧外患的

摧残中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2月4日早晨，交际处派了两位厨师

来，他们在丰泽园东配院的南小院里暂

住并架锅做饭，这所东配院就是后来毛

主席长期居住的院子——菊香书屋。

这是一所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它

配有东西厢房和南房。周恩来初进中南

海曾住在南房。北房双门对开，上方横

挂一块木匾，雕刻、彩涂着“紫云轩”三个

大字。紫云轩是历代皇帝栖身西苑时读

书阅览之处，有较宽敞的藏书室。后来，

博览群书的毛主席久居此处，也算是居

有所归了。

饭后，我们又对丰泽园的其他宅院

进行了勘查。党中央入驻中南海后，这

里一度成为首长们休闲跳舞的场所，而

颐年堂则是中央政治局和小范围领导开

会的地方。颐年堂的北面还有一座叫含

合堂的宅院，初进中南海的朱德总司令

最先入住这里。丰泽园的东面就是勤政

殿，这是南海里最高最大的建筑，后来成

为新政协筹备会外会的重要场所，而连

接勤政殿东侧的一栋叫政事堂的平房，

则成了新政协办事机构所在地。

过勤政殿向北就看到了中海，我们

沿海边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叫居仁堂的

地方，看见路边和门前停放着几辆军用卡

车，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正在忙乱地向外搬

东西，原来这里是傅作义的总部所在地。

2月5日，齐燕铭和申伯纯来到丰泽

园听汇报。我们把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

介绍。齐燕铭问：“现在有没有咱们的部

队驻防？”我说：“到现在没见到一名解放

军战士，不时地能看见几个身着黑制服

的旧警察在四处流动。”齐燕铭摇摇头：

“中南海我们要派大用场，一定要由我们

自己的部队驻防。”随后他指示申伯纯把

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告，要求

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限期搬出中南海，

尽快派我们自己的部队驻防中南海。

接收中南海

曾是傅作义总部所在地

无人设防盗贼横行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