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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家住南昌路
老渔阳里 2号的赵文来老
人接到了有关部门要求他
置换房屋的通知。通知说，
这幢他居住了整整 40年
的百年石库门老房子已被
列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
与他一起置换房屋的有 4
户人家。上海市文物局有
关人员昨天向记者介绍
说，这里，将根据老市长陈
毅当年的建议，恢复历史
原貌，建成红色纪念馆，并
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具体房屋修缮和布展
事宜将会同黄浦区一起通
盘考虑拿出方案。

一飞冲天姆巴佩
开启足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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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揭序幕
这是一座凝聚着早年建党历

史风云的石库门建筑，有党的“秘
密摇篮”之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陈毅、潘汉年等上海市领导
就曾走进这间屋子，建议将这里与
中共一大会址、博文女校共同组成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馆、二馆
和三馆。老渔阳里 !号大门口虽挂
着“陈独秀故居”和“《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的市级文物保护铭牌，但
它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没有从
中体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本市“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不断深入，市政
协委员多次呼吁，建议将这一“秘
密摇篮”建成红色纪念馆，这次房
屋置换项目正式启动，终于将使上

海这处重量级的革命旧址能发挥
它应有的传播红色文化的作用。上
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
化研究会会长李瑊说，她听到这一
喜讯非常兴奋，近年来上海启动了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后，这
里的重要性日渐显露。渔阳里是我
党“开天辟地”精彩序幕的历史舞
台，这里曾诞生了党史上诸多“第
一”，如第一个党组织、团组织、工
会组织、干部学校等；不仅筹备了
党的“一大”，还是第一、二届中央
局的所在地……

"十月怀胎#孕育党
今年 "# 岁的赵文来如今是

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员。
他说，近年来前来他家门口上红
色党课、进门参观者日渐增多，

其中不仅有陈独秀、俞秀松、李
汉俊等革命前辈的后人，也有复
旦、交大、华师大、上海大学等高
校大学生，更有许多党员集体前
来活动，使他忙得不亦乐乎。尽
管有时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休息，
但他却毫无怨言，义务讲解，乐
在其中。从客堂间的《新青年》
《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到校对中
文版《共产党宣言》的亭子间；从
陈独秀夫妇居住的前楼，到李
达、王会悟结婚的西厢房……老
赵甚至还带领参观者去探寻新
老渔阳里之间的“马克思主义小
道”。当年，毛泽东、刘少奇、任
弼时等许多革命青年就穿梭在
这条弄堂里，思想碰撞，激情飞
扬。召开党的“一大”通知从这
里发出，“一大”开会遇险紧急转

移至南湖的决定在此做出……
如果说，中共“一大”会址是党的
“产房”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孕
育党诞生的“十月怀胎”之地。

赵文来家卧室墙上有块已经
悬挂了半个多世纪的汉白玉石
碑，上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
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
二一至—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
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
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但随
着党史不断挖掘、考证，发现这段
记载有误。毛泽东工作过的地方
其实不在这里，而是国共合作时
期的南昌路 #$%号。但在渔阳里，
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并
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
此，他对斯诺说：“这在我一生中
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红色源头#意义大
在这幢孕育过重大历史事

件的石库门中，赵文来夫妇一
住就是 &%年。#'"$年，因住房

困难，妻子所在的市文化局下属的
美术设计公司把这房子分给了他
们。进屋时，文物部门告诉他们，房
屋结构不能动，这块汉白玉石碑不
能移，也不能被家具遮挡。从此，他
们居住在此四十年不敢装修房子，
也不敢随意添置家具。!%#&年，由
于房屋破损严重，墙粉掉落露出砖
头，木柱出现了白蚂蚁……文物部
门决定拨款进行修缮。
据党史专家考证，老渔阳里

! 号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
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曾担
任过他的秘书长。#'!% 年 ! 月，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
告别了李大钊，从北京来沪居住
于此。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
李大钊介绍，也在这里找到了陈
独秀，开始商量如何建立中国共
产党。这里不仅诞生了第一个党
组织，诞生了第一份党刊《共产
党》，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在此
完成了校对工作，就连要求各地
建立党组织的信件也是从这里发
出的。继上海后，北京、湖北、湖
南、山东、广东等地以及留日、留
法学生都相继成立了党组织。一
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渐渐呼之欲
出。可以说，推动中国历史进程、
影响世界格局的建党伟业，就是
在这里拉开历史帷幕的。对于党
的诞生地上海来说，这份极其厚
重的红色文化遗产，将显现出极
其宝贵的价值。

俞亮鑫

党的“秘密摇篮”
将建成红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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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吴
翔） 今天上午，数
十名基层党员冒着
风雨汇聚在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前，举
行“七一”主题活动，
经过多年筹备的《上
海红色文化地图》同
时正式首发。《上海
红色文化地图》共汇
聚上海 ($" 处红色
文化资源，并精选
((( 处落点标注，是
迄今为止上海最全
的“红色地图”，将为
市民、游客在沪的红
色文化旅游指路导
游，精准定位。

从今天开始，在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上海博物馆等重
要文博场馆中，游客
可免费领取《上海红
色文化地图》。今天是
党的生日，一早，参观
者就在雨中排起了长
队，这份红色地图也
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打开地图，三百

多个红色标记密集而
清晰。譬如在静安区，
地图上有五十多个标
注点———毛泽东旧居
陈列馆、中共中央秘
书处机关旧址、彭湃
烈士在沪革命活动
点、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旧址……虹口区
也集中了五十多处红
色 文 化 遗 址 、旧
址———中共四大遗
址、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
馆、中共上海区委（苏
浙区委）机关旧址、周
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李白
烈士故居……一位参观者看着地图
无限感慨地说：“红色基因是我们的
共同记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
踏进一个红色文化遗址，自强不息、
勇往直前的红色精神便会浸润心
田、催人奋进。”

在编制这份地图的过程中，制
作单位对上海约四百个红色点位反
复论证、确认。哪些故居、旧址、遗址
能在地图上有一席之地，它们的准
确命名和新旧地址比对等，都要以
极为严谨的态度来勘验。此外，市文
物局在现场走访每一处红色遗迹的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保护要
求和策略，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红
色文化保护体系。除了制作这份地
图外，上海市文物局还将启动对全
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的规划编制工
作，将为每一处上海红色革命遗址
建“档案卡”。
除了纸质地图外，大家还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浏览或下载这份红
色地图。今后，《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还将不断更新。

今天，中共一大会址、八路军
驻沪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沪办事
处）旧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
办事处（周公馆）旧址举行了“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揭牌
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