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位于安义路的毛泽东旧居每年接待游客五六万人! 图为旧居内景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 ! ! !刘卫星介绍，毛泽东居住在这
里时做了“四件大事”：一是以“驱
张”代表团成员身份从北京来沪，
在安义路住所发起成立“湖南改造
促成会”倡议，并发表了《湖南改造
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商
榷》《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二是
在此期间，他列席“半淞园会议”，讨
论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
手续等；三是当年 !月 "日，他到洋
泾浜法国码头，欢送 #名新民学会
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有一
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
多次前往老渔阳里 $号，拜访陈独
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到上海的第四天，!月
%日，召集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

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南市
区半淞园路 &%' 号召开了著名的
“半淞园会议”。会上详尽地讨论了
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
手续等问题。会议认为学会应采取
“潜在务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
的作风，吸收新会员要具备“纯洁、
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项条件。
在会内要养成好学的风气。会议一
直开到晚上才散。中间休息时，参
加会议的 ($人在蒙蒙细雨中合影
留念，这张照片如今被保存在中共
一大会址内。

)"$'年 #月 ))日，湖南人痛
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
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
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民众

的面前。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在沪期间在
《时事新报》《申报》上发表过多篇
文章。毛泽东草拟了《湖南人民自
决宣言》，在《时事新报》等媒体发
表，随后又在《申报》发表了他起草
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

在毛泽东旧居展馆中，就有一
份 #月 ))日《时事新报》的影印
件，上面有毛泽东撰写的《湖南人
再进一步》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
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
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
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
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
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
“实行民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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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珍珠灿映繁华盛景

安义路63号：毛泽东人生转折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红色基因传承

本报记者 方翔

! ! ! ! !到了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

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了# $ %%%毛泽东

! ! ! !走进安义路 #*号的毛泽东旧
居，这段话格外引人注目。在满是
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商业区里，与
这样一座红色史迹不期而遇，是一

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栋沿街的 $

层砖木结构海派民居，对于毛泽东
的一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程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 !毛泽东的一生与上海关系密
切。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曾经到上海
五十余次。)")"年 *月，$#岁的毛
泽东首次来上海，此后至 )"$)年 +

月前，他又先后两次来过上海。)"$,
年 -月 -日抵沪至 +月初离沪，毛
泽东就居住在安义路 #*号（原哈同
路民厚南里 !"号）。
“虽然毛泽东在这里只住了两个

月，但是对于毛泽东个人以及中共党
史，其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年毛泽东旧居展馆馆长刘卫星说。
“从时间上来看，租住在安义路

#*号的这个时期，正是毛泽东的思
想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刘卫星介
绍，展馆中，有一封 )"$' 年 # 月 +

日毛泽东写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亲

笔信的影印件，信中谈及南下见闻
和自己追求革命的决心，说他准备
浏览在沪“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
各种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
想之大纲要目”。
毛泽东这次来上海，还曾多次

拜访当时正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酝酿
建党的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
联盟”计划。
两人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当

时，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
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
产党组织。为了便于毛泽东在湖南
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经常把上海
的情况告诉毛泽东。这才有了 )"$)

年“一大”召开时，毛泽东成为湖南
代表前来赴会。

! ! ! !上海里弄住宅有千千万，安义
路 #*号是怎样重新被发现的？上海
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黎霞介绍，)"-%
年，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将毛泽东
)"$'年 #月 +日在上海写给北京
黎锦熙的一封信交给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周良佐，说该
处是毛主席来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最
早的寓所，有极其重大的纪念意义，
应立即调查勘实后建立纪念馆。

信中写道：“京别以来，二十五
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
十九号。”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立
即成立了调查小组。

哈同路就是现在的铜仁路，在
它的西侧没有民厚南里，只有一个
叫慈厚南里的老里弄。调查组走访
了慈厚南里周围的老居民数十人，
得知：此处原是哈同房产，)")&年
建成后就叫民厚南里。调查组找到
哈同干儿子罗友兰，证实：军阀徐
世昌、曹锟封哈同妻子为慈惠夫
人、慈淑夫人后，哈同所有的房产
都改成了慈字当头，民厚南里也改
名为慈厚南里。

据黎霞介绍，当时的调查组走
访了有关部门，从档案资料中找到
《工部局公报》和一些房屋门牌编
号档案及一张 )"*&年上海商务全
图，了解了过去里弄名称和门牌号
码变换的沿革，查明民厚南里 $"

号就是现在的安义路 #*号，这幢
沿街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已成了
庵堂，好在外貌无多大变动。听说
民厚南里不少住户门上尚存过去
哈同的门牌，为进一步证实，调查
组将 #*号门牌撬开，果然发现，里
面有一块字样隐约可见的门
牌———$"号。

)"-"年 -月 $#日，这里被上
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文物保
护单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只是空置。

上世纪 "'年代初，这里整个
地块批租给了某商业地产公司。相
关职能单位一直就旧居修缮、开发
利用与地块开发商沟通协调。经过
多年努力，$')$年年初，旧居的保
护与开发终于尘埃落定———开发
商出资、专家论证、专业设计和施

工，相关职能部门全程参与。$')*

年 )$月 $#日，毛泽东诞辰 )$'周
年之际，位于静安区安义路的毛泽
东旧居修缮后开门迎客。
“从开馆起，我们每年接待的

游客总量大约五六万人，其中约有
*.是外国人。”刘卫星说。

现在毛泽东旧居所在的安义
路 #*号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共
有两层。一楼原为客堂间。现在，这
里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桌上
还有一套茶壶和茶杯，都是文物部
门提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较为流行的家具，为的是给来访的
游客身临其境之感。

沿着倾斜角度颇大的楼梯往
$楼走，就来到了毛泽东曾经居住
过的地方。这段楼梯也是旧物，根
据毛泽东写给老师的信，当时他们
一共 *男 )女租住在这里，女生住
在小间，现在这里被布展为当年普
通人家的房间模样；*个男生住在
大间，当年毛泽东就睡在靠北的落
地长窗旁的板床上，现在这里是多
媒体放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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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安义路 #*号对于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
程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时间上来看，租住在安义路
#*号的这个时期，正是毛泽东的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同
时，毛泽东还拜访了正在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一起探
讨马克思主义。 刘卫星（#"!$年毛泽东旧居展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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