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寻找!一大"会址
“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早的一大会

址的活动影像，是在 !"#$年的影像资
料中。”上海音像资料馆馆员李东鹏博
士说，但是当我们在对一部摄制于
%"$&年的纪录片《第八届远东运动
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段当时
拍摄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劳神父
路（今合肥路）交界处的历史影像，这
个地点距中共一大会址仅五百米不
到，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当年的“一大”
举行地，并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在上海
召开中共一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电影发明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

记录历史。因此，在历史上，大量被用
于拍摄风景人情、社会习俗和新闻事
件的活动影像，在当下已成为研究社
会变迁的一种重要的、新型的史料，成
为一种再现历史真实图景的有效载
体。”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
汪珉说，“在近代，有许多来华摄影师
拍摄了大量有关上海城市风貌、社会
事件的纪录片，为我们挖掘、寻找有关
中共一大会址及其周边早期风貌的图
景提供了可能性。”
据汪珉介绍，上海音像资料馆是

有关上海历史影像的收藏、研究机构，
藏有大量上海早期的珍贵历史影像，
如现存已知中国最早的历史影像———
%'"'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拍摄的《上海
街景》、《上海警察》，“此外，还有诸如
%"("年至 %"%$年间，由俄裔美国人
本杰明·布洛斯基拍摄的《经过中国》。
%"$)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拍摄
的《伟大的飞行》等纪录片，拍摄了上
海外滩、苏州河、南京路等处风貌及社
会生活的活动影像。%"$&年苏联人拍
摄的《上海纪事》，更摄制下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及蒋介石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残害共产党人的珍贵
活动影像。这些历史活动影像的发现
与探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
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纪事》的

贡献：它成功地将纪录片打造成强有
力的精神武器，用真实的画面来感染
观众，用严谨的分析方法阐述问题，用
激昂的情节刺激灵魂，这也是许多放
映场次里传出《国际歌》的原因。在中
国人民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
《上海纪事》揭示了劳苦大众的极度贫
困与中外反动派的合流，展现了革命
者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也引起
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众的同情，激发
了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而上海是无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
上海还拥有一支数量最多、工种最齐

全的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日以继夜地
辛苦劳作，却生活得十分贫苦，所以上
海工人是当时受到压迫最深，最有革
命意识的工人阶级。%"%"年，五四运
动爆发，同年 *月 )日，在上海发起了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
工，这是全国工人阶级觉醒的标志。
《上海纪事》首个场景出现在上海十六

铺码头，这里是记录和反映旧上海的
标志性地点，也是革命群众反帝反压
迫斗争的最前线，镜头中描绘了装卸
工人在码头劳作的场景。

%"+%年 &月 $,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
志路 %(*号（现为兴业路 &*号，后门
是从贝勒路树德里进去）召开。中共一

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李东
鹏看来，由于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特
殊的政治背景、社会形势，关于中共一
大召开的档案史料并不多，早期“一
大”会址的影像资料基本未见，“而关
于‘一大’会址、街区周边的历史风貌
图景资料，也是少之又少。今天，作为
“一大”会址所在的新天地地区，如今
已经是上海城市的核心区域，繁华程
度与 %"+%年的环境是天壤之别。因
此，挖掘历史上望志路、贝勒路及其周
边的影像资料，能让后人更好地理解
‘一大’召开时的历史实景。”

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树德里，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是李汉俊和
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而参加一大的
代表们刚到上海的时候是住在当时的
博文女校，就是现在的太仓路 %+&号，
而离那边不远处就是孙中山的香山路
寓所，而陈独秀寓所、外国语学社也在
附近。为什么这么多革命人士聚集在
这里呢？在学者看来，是因为这边属于
法租界，法租界在管理上贯彻的是只
要不影响到社会秩序，他们不会对革
命党人有过于严格的把控。而一大所
在的地方在当时是属于城乡接合部，
对面就是一个菜园，相对而言比较
偏远，在这里开会不会引起太大的
注意。

同时法租界里外侨居多，尤其是白俄，
这样共产国际代表来上海的时候也容
易隐藏在白俄众多的法租界。

李东鹏的研究发现，在 %"+&年 '

月 +'日《申报》刊登《第八届远东运动
会通告三》中提到的“注意汽车、马车，
均须由贝勒路前往会场。乘客下车后，
概须按照下列地点停车，停于路之南
边，车头北向”和其他相关信息，结合
片中汽车前行、停车方向，判断指挥交
通的法国巡捕位于劳神父路贝勒路
口，停车位置为贝勒路上。
“该路口与‘一大’会址所在的贝

勒路望志路，同为法租界新拓区域。通
过该片，可以看到该区域此时虽有初
步发展，但与公共租界法租界核心区
域的繁荣场景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环
境仍然较荒芜。结合相关老地图等资
料，可以证明望志路贝勒路区域，在
%"+%年时仍较为荒芜，避免闹市区的
人多眼杂等情况，遇有情况可方便撤
退，这是选择该区域的理由之一。”李
东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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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影像里的“一大”会址和代表
首席记者 方翔

今天是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7周年纪念日。97年前的1921年，中共
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在上海，成立明确以“共产党”命名的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创办了第一份党刊———《共产党》，
发表了第一份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
宣言》，等等。

当前，上海正在深入实施“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生
动讲述建党故事，大力弘扬建党精神，让
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市民心中，
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传承好共产党人的
光荣与梦想，而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影像，
特别是与“一大”有关的，无疑是非常直观
且意义重大的一种方式。

影像还原!一大"代表
由于一大到六大都没有留下影

像资料，一直到党的七大上，当时的
电影工作者拍下了党代表大会的影
像。而从其他的渠道，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一大”代表的身影，像毛泽东最
早的影像是 %",*年美国记者斯诺来
到陕北保安所拍摄的影像。董必武最
早的影像是 %",'年荷兰纪录片大师
伊文思在武汉为他拍摄的影像。在
%"-"年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和董必
武也留下过影像。

+(%%年，建党 "(周年纪念日前
夕，上海音像资料馆获取了中国共产
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第二任总书记
瞿秋白以及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王
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张国焘等建党
初期重要人物的影像资料。

这批尘封海外近 "(年的珍贵影
像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当时媒体的宣
传，为人们所熟知。随着近期《伟大的
开端———珍贵影像中的中共一大》在
不少社区中向广大居民播映，不少人
更希望能够了解发现和考证的过程，
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上海音像资料馆
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
“+(() 年，我们采集团队在中国

社科院党史研究专家李玉贞教授的
帮助下，获得了李大钊 %"+-年在莫斯
科参加会议期间现场演讲的历史影
像。这段影像最早就是她 %"""年在
莫斯科发现的。+((*年，采集团队又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采集到了胡适
%",'年的活动影像，这也是当时国内
首次发现胡适影像。”翁海勤说，根据
李玉贞教授提供的线索，她曾经在俄
罗斯看到过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的活动影像，于是我们逐渐将核心资
料的搜索范围缩小到俄罗斯的影像
资料机构。经过对俄罗斯众多档案机
构的仔细研究和查找，终于成功地和
相关影像资料机构取得了联系。

据翁海勤介绍，在收到俄方发来
的影像截图和视频样带后，经过对片
中俄文字幕的翻译，我们发现其中的
两段影像尤为珍贵，这就是 %"++年初
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
%"++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
莫斯科开会期间的影像资料。这两段时
长共 +(多分钟的画面中，有几位人物
酷似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以
及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张国焘，于是
我们立刻对影像进行反复考证。
“根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

的文献资料》等一手资料，参加共产
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有陈独秀和刘
仁静，而且这是陈独秀唯一一次去苏
联，瞿秋白是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
会议。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国
代表更多，有 --位，其中就有一大代
表王尽美、邓恩铭和张国焘。据史料
记载，张国焘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团
长，因此坐在主席台上。这与我们在
活动影像中看到的场景完全吻合。”
翁海勤说，“为了进一步确认影像中
的人物，我们又尽可能找出他们在同
时期留下的照片，从脸型、五官、神态
等多角度将照片和活动影像进行反
复比对。由此可以十分肯定地确认，
他们确实是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

和张国焘。另外，在众多来自中
国、日本、朝鲜、蒙古等远东各国
的代表群像中，我们又艰难地辨
认出邓恩铭和王尽美两位一大代
表。照片上陈独秀较高的发际线、
张国焘的国字脸、王尽美的大耳
朵等等特征，都有助于证实影像。”

翁海勤特别提到，由于影像
中的王尽美发型和有关照片不
同，我们特地拜访了王尽美之
子，请他来帮助辨认。在他和家
人的指认下，终于确认了王尽美
的图像。王尽美的孙子也说，他
自己年轻时有一张照片和影像
中的祖父非常相似。考虑到当时
王尽美参加远东大会时正值隆
冬，影像中的他留着头发保暖是
极有可能的。
“为了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我

们采集团队还特地去北京拜访了相
关的专家学者。当时，中央档案馆副
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李明华，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
及中国社科院党史研究专家李玉贞
教授都对这批影像资料进行了论证
和肯定。”翁海勤表示，通过用影像、
文献和照片互相比对的“三重论证
法”进行严谨细致地考证，再加上专
家和部分后人的肯定，我们才最终确
认了这批早期中共领导人珍贵影像
的发现，“这样一个严谨而周密的考
证过程，其实是任何珍贵影像资料采
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早期影像意义深远
%",*年，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见

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斯诺谈起了自己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谈到陈独
秀的时候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
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当时斯诺拍
摄的这段影像也是毛泽东留下的最
早的活动影像。在翁海勤看来，中共
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人珍贵影像的
发现为今后人们认识和回顾党的历
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从过去拥有的
历史资料来看，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
影像一共只有 *位，按拍摄年代排序，
分别是李大钊（%"+- 年）、毛泽东
（%",*年）、董必武（%",'年）、周佛海
（%"-+ 年）、陈公博（%"-, 年）和李达

（%"**年）。
“除了李大钊的影像，其他影像

的拍摄时间都相对较晚。而在 +(%%

年发布的这批音像资料中，一下子发
现 *位中共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人，
包括两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
瞿秋白，以及 -位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和张国焘，而
且影像的拍摄时间都在 %"++年。可
以说此次发现的人物影像数量最多、
时间最早、离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最
近。”翁海勤表示，资料工作是不断积
累的过程，当尘封已久的影像从支离
破碎的片段慢慢形成有条理、可连贯
的影像历史，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必将为影像史的构建打下扎实基础。
通过资料采集工作不断发现资料线
索，聚沙成塔，可以从不同角度构建
起影像历史的大格局，有利于后人比
对文字和图片，更全面、客观地研究
和解读历史。

除了中共一大代表及早期领导
人的影像资料之外，其他相关的影像
也是有参考价值的。上世纪二十年代
的上海，拥有着先进的现代交通，作
为一个开会地点四通八达，非常方
便。陆路交通有沪杭铁路和沪宁铁
路，起点站在上海的南站和北站。水
路交通更是发达，无论是长江、沿海
还是远洋都有相应的航线，上海是远
东最大的航运中心。除此之外，上海

的市内交通也非常发达，
早在 %"('年，上海市内就
有了有轨电车。读者现在
看到的是 %"%+年，最早的
有轨电车的珍贵影像。这
么方便的交通，令上海可
以接受来自各个地方的党
代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
有关研究人员表示，不仅
期待着从有关的影像资料
中了解上海的交通，更希
望通过交通工具的线索，
来“接近”“一大”会址以及
代表们居住的地方。

在上海音像资料馆馆
长乐建强看来，用活动影
像来还原真实的历史，这
是一个长期的、必须经过
丰富知识积累和探寻的过
程。“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是
其中的重要环节，这不仅
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掌握
影像、历史、语言、新媒体
技术等多学科背景知识，
还必须有长期有效的规
划、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和严谨求实
的学术作风。如此深挖细磨，影像资
料工作者才能如考古工作者一般发
现更多珍贵的影像史料，为构建人类
的影像历史做出小小的贡献。”
“挖掘红色历史影像，是‘党的诞

生地’挖掘宣传工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今年 "月，我们又将踏上寻找的
历程，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寻找更多珍
贵的资料。”乐建强说，“希望在建党
%((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寻找到更
多有关‘一大’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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