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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闸北的青岛路青云里，即现
在的青云路 !"! 号第六十中学位
置，#$""年 #%月 "!日，上海大学
在此成立。后迁至现陕西北路 !&"

弄位置（原西摩路 !"#号西式楼房）
及马路对面 "$$弄 &'#"号（原时应
里 $##%$&'号! 位置。这里曾竖有
#$($ 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大学旧
址”的牌标，现已拆除。在如今的恒
隆广场外一片草地间，可见一块“上
海大学遗址”的标牌：#$"&年 "月 #$

日 上大校舍由青云路迁至公共租
界西摩路（南阳路口）。

#$""年至 #$")年间，国共合
作创办的上海大学，蕴藏着极为丰
富的红色密码，在培养革命人才、探
索教育创新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教育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上世纪 "%年代曾经有过的上

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
党合作建立的大学，校长为国民党
人于右任，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
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该校学

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虽然建校历
史很短，但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仁人志
士，其中包括李鹏的父亲、革命烈士
李硕勋、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等。
在当时，就有“武有黄埔（军校），文
有上大”的盛誉。
现在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张元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老
上大成立的时代背景。老上大的前
身是创办于 #$""年春的私立东南
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校开张刚几
个月，创办人竟中饱私囊，将学费席
卷而去。学生们强烈要求改组学校，
提出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
位名士中的一位出任校长。由于陈
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隐居苏州，而

于右任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上
海，还在《民国日报》上撰文提出“欲
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的主
张，于是，于右任就成了校长的最佳
人选。在于右任的好友邵力子和社
会名流柏文蔚、柳亚子等人的极力
劝说下，于右任最终同意出任校长，
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天然具备红色基因
上海大学的问世，成为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传播革
命真理的重要阵地。张元隆说，邓中
夏在上大工作的两年里，把这所很
不起眼的“弄堂大学”改造成了闻名
遐迩的高等学府。瞿秋白则认为，上
海大学办学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

生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调查研究中
国社会，促进社会改造。此外，仅在
#$"!年，李大钊就四次亲临上大，
分别作了《演化与进步》《社会主义
释疑》《史学概论》等专题演讲。
可以说，上大的红色基因是天

然的。陈望道，中国第一位翻译《共
产党宣言》的人，从 #$"!到 #$")

年，他一直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
系主任，五卅惨案后，他兼任上大教
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主持行政和
教学工作。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曾兼任上大教授，讲授《社
会进化史》。张太雷，也是中国共产
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于 #$"!年
在上大社会学系短期任教。
正是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等

一批革命者在上大坚持不懈地宣传
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
上海大学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同一校名薪火相传
"%#& 年 #% 月 "! 日落成的溯

园，位于 #$$&年 (月新合并组建的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正门东侧，是为
纪念老上海大学（()&&"*)&+）而
建，也是新上海大学博物馆校史陈
列的室外展示区域。

上大博物馆馆长刘绍学介绍
说，溯园由四面弧形的墙体、校址地
图广场以及从广场中心向外发散的
环形小道组成，形同年轮，诉说着上
世纪 "%年代上海大学的光荣历史、
葱茏岁月；不同方向的墙体高低起
伏，象征着老上大之风起云涌、波澜
壮阔；园区的出口处，从源于石库门
的“弄堂大学”通向现代化的新上海
大学校园，昭示着新上海大学与老
上海大学之薪火相传、勇往直前。

溯园的中心是校址地图广场，
标注着老上海大学曾经的多个校址
位置。弧形的墙体以大事年表的形
式，演绎了老上海大学从建校、发展、
变迁，直至被迫关闭的过程。
“同一个校名，同一种精神，联

结起跨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老上大
的峥嵘岁月和奋斗精神必将永远激
励来者，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更加辉
煌的明天。”刘绍学说。

老闸北青云里!"!号#上海大学在此成立

石库门弄堂里诞生的红色学府
! ! ! !有人说，现在的上海大学和 #$""年到
#$")年的老上海大学仅仅是校名上的一致，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然而，我们更要看到，现在
的上海大学和上一世纪的上海大学之间，重要
的不是血缘上的联系，而是大学精神的一致
性。老上海大学的红色基因，办学的宗旨，革命
的精神，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完
全应该自豪地说，今天的上海大学永远是 "%

世纪 "%年代的老上海大学这一所“红色学
府”大学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

胡申生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红色基因的继承者
首席记者 王蔚

" 陕西北路南阳路口的$上海大学遗址%铭牌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红色基因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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