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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远，1921 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就读稽山中学，因家贫，
16岁中断学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同时上夜校，攻读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科。18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以工人教师及各种伪职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曾任中共
商务印书馆支委，中共上海工运委员会宣委书记，华中局城工部
敌占区工委书记。在工人运动中，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在商务
印书馆参与创办《瞭望》，后任公开的上海工人报《简报》主编，
并编辑出版党刊《生活知识》和一批关于工运的小册子，同时在
许多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中，他创建联络
线路，获取情报，培养和保护了一批革命者，特别是通过他的工
作，上海的户籍档案得以完整保存。解放后，他先后任上海市民
政局副局长，市民委副主任，市政协副秘书长等。在他担任市里
弄整顿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批居民委员会，
并应邀撰写了《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一书，此书是我国群众基
层自治组织的开创性著作，至今仍为我国特色政治学和行政学不
能忽略的一部开山之作。1955 年因潘汉年事件受牵连，仕途一
路下滑，1963 年他主动要求到基层，被任命为 101 厂副厂长。
“文革”中，他受到残酷迫害，直到 1980年才得以平反，重任上
海市侨办副主任。1985 年离休，1986 年应聘为上海华建公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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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1998 年去世。人们从他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文革”
中写的“交代”及申诉信，回忆录，可以看到一个从未被捕过的
工人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的一生，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一生；也
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解放前后舞文弄墨的生涯，一个
知识分子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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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远像 （1960年摄）



注：父亲有两本厚厚的影集：解
放前地下工作时及解放后在上海市
民政局工作期间和同志、朋友合影的
照片，在上海市政协、民委、侨办接待
时照的很有资料价值的照片。可惜遭
“文化大革命”抄家，不少珍贵的镜头
再也找不回来了。———新阳

全家照（1931 年摄于绍兴）：第一排左三为本书作者屠基远，左二为其二弟屠基道，右一为其三弟屠
基达；第二排右三为作者爷爷屠大荣，右一为作者母亲戴琴声； 第三排居中为作者父亲屠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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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于上海、苏州从事地下党工作期间留影



屠基远父亲屠开源 50周岁诞辰，于苏州和家人合影。前排左一朱介瑾，左二新阳（朱介
瑾怀抱者）；居中屠开源，后排中屠基远，右屠基达 （1944年摄于苏州）

大女新阳满月，屠基远、朱介瑾夫妇与同志友好在苏州合影。前排左三杨国光，左四朱淑
敏（朱介瑾之妹），左五朱介瑾，左六屠基远抱朱南海（朱介瑾之弟），左七胡宝琴抱朱兆熊（朱
钟麟之子），右二朱钟麟（朱介瑾之弟）；后排由右至左有屠基达、纪康、黄继茂（右四），杨焱等
（摄于 1944年 5月）



屠基远、朱介瑾（坐排左二、三）和同志友好在苏州虎丘 （摄于 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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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远在香港工作期间留影 （摄于 1948 年）

屠基远在上海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 （摄于 1950年）



屠基远、朱介瑾夫妇和三个儿子在上海市民政局后院（家属院）。由左至右：朱介瑾、新建
（阿七）、新乐（阿六）、屠基远、新时（阿五） （摄于 1954年）

屠基远、朱介瑾夫妇和长女新阳（阿大）、次女新华（阿二）、三女新山（阿
三）、长子新时、次子新乐、三子新建合影 （摄于 1954年）



屠基远（后排中立者）和四个儿子。由左至右：新军（阿八）、新时、新乐、新建 （摄于 1960年）

全家福。第二排居中为屠基远父母屠开源、戴琴声，右二屠基远，右一新乐；左二朱介瑾，左一新时；
前排由左至右：新建、人卫（屠基道之子）、征星（屠基达之子）、新军；后排由左至右：新华、民卫（屠基道之
女）、奶妈、蒋采琴（屠基道妻）、征音（屠基道之女）、金娥（屠基达妻）、屠基达、屠基道、新阳、新山、新方
（屠基远四女） （摄于 1960年）



屠基远（前排左二）和上海市政府领导陪同班禅大师参观 （摄于 1960年）



屠基远、朱介瑾夫妇和新乐、新时、新军、新方 （摄于 1966 年）

屠基远、朱介瑾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八个子女合影 （摄于 1967 年）



屠基远二女新华（前排右二）和女婿李治良（后排右二）回沪探亲，同家人在上海宛平路居家楼下合
影 （摄于 1971 年）

屠基远大女新阳从兰州回沪探亲，在上海宛平路居家楼下合影。由左
至右：新建，新军，新方，新乐，新阳，屠基远，朱介瑾，新时 （摄于 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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