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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机构

鞠 敏 整理

! ! ! ! !革命动力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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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对诞生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从 %"&$年 '月到 %"&(年上半年，有 ')多万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
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
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年 %%月，周恩来受
命组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
括收集情报、保卫中共高层人物、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等。由于中央
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上海，非
但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还有效地指挥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活动。%"&(

年 %%月至 %"'%年 *月，武定路修德坊 +号便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
工作地点。
上海隐蔽战线创下“四最”：最早设立、最重要阵地、贡献最大、作出

牺牲也最多。
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年春，周恩来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

员 #)多天。他又研究、拟订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
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上海的城市斗争之所以能坚持 #(年而不中断，
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年 %)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站，实现了中共首次
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年，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由周恩来
主抓筹备。%"#"年春，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于同
年秋在福康里 "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

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
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
组织。”

通过办报办刊，有序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中
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
党又处在开创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思
想理论宣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使
党的政治主张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要把工
农群众组织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扩大党的
基础；要领导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做好党的
宣传工作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实际上是由一部分

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在建党前后，始终
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
%"&)年 (月，在上海的书店里，出现了最新出版

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版权页上写着陈望道
的名字。"月，将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并主编的
《新青年》，作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并且建立了新
青年杂志社。%%月,又更加旗帜鲜明地创办了《共
产党》月刊。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先后组织出版了马克
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
设》等著作，还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以
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先驱》半月
刊努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之一。%"&$年，中共中央早
期出版的机关报《向导》周刊被迫停刊。同年 %)

上海，一座红色基因“密 而全”的光荣城市
! ! !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等意识到仅仅依靠学生的力量开展革命是
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
地，%"&)年，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
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后，一致认为号召有觉悟的
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势在必行。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共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由
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阶段，由理论付诸实践，为中共
“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从
此有了“娘家人”，也成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动力。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
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
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全面的部署。

%"&*年，南洋烟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这是从
%"&&年底以来党所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宝山路 -(*号市北高级职业中学内，%"&$年
'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
亲自坐镇指挥，党史流芳。

%"&"年的上海，工人运动不断。-月 %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
停工，分区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发表宣言。同日，国民党当局就
发布通令，禁止集会游行。+月 +日，英美烟厂 *)))余工人罢工，抗议
资方开除工人。+月 &(日，全市 &$*家中药店 &-))名店员罢工，反对
国民党取缔其原工会。$月 *日，虹口区 &)家丝厂的 %%)))名工人罢
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

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

! ! ! ! !十里洋场 思潮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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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纪 &)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在与世界文化的
交融中首当其冲。此时的中国发展历程，已经同整个世界的面
貌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也与世界思想文化的
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到中
国，缘起于 %"世纪后期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制度，开始显现成
效。一批又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生，乘船经吴淞口回到上海，
或经上海到中国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断传入国内。
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出去和归来，这种川流不息、忙忙碌

碌的情景，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也促进了社
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城市更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群体中，绝大多数是信仰坚定、理

想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又大多从事过思想文化理论工作。
陈独秀，%($"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早年留学日本。%")'

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
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
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哈同路民厚南里 &"号.今安义路 +'号/是 %"&)年毛泽

东寓所旧址。毛泽东于 %"&)年 -月 -日到达上海，至 $月
初离沪，一直寓居于此。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探
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商务印书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年至 %"&&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党前后，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 &)余种。这些书籍大致可
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
书籍；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 ! !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 &)世纪 &)年代，影响中国社会
政治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

%"&)年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在黄浦江畔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年 %)

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随着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陆续建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尼克尔斯基的倡议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上了议
事日程。相继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汉俊、
李达与当时在穗的陈独秀及在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讨之后，
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 $月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 %'人。他们是：上海的李
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
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
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
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
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
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立志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历史
命运的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年 $月 %+日至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年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另有中
共六届四中全会等八次中央重要会议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而是通过实地考察"专题采访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在题材内

容等方面尽可能进行再创造"再突破#使许多文章史论结合#新意迭

出#为以后遗迹的保护利用"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新起点$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传承' 文章大都立

足现实#着力寻找每一处红色遗迹的当代价值' 通过详实介绍在那

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在那里为民族奋斗牺牲的英雄事

迹#生动细致地展现出一幅幅壮美的历史画卷#给正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理想的当代中国人民#提供了满满的正能量'

%传承红色基因&专栏的开辟#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可喜

可贺'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 ! ! !转眼#新民晚报推出的%传承红色基因&专栏已

刊出 !""期'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中共一大会

址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号召以

后#全国各地的报刊#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连

续刊登追寻中国共产党历史足迹的宣传报道# 做得

最早"时间最长#题材挖掘最广泛深入的#可能就是

新民晚报了'

认真阅读已经发表的 !""篇报道文章# 感觉这

一专栏的宣传报道#特色鲜明#择其要点#分述如下*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回溯'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集

中地' 因此#一些最主要的红色遗迹#早就为全国人民

所熟知' %传承红色基因&专栏力求选取新的视角#注入

新的发现+充实新的内容#进行再报道#以加强人们对

这些红色遗迹的印象#达成不忘初心的成效'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发掘'

专栏的一大亮点# 在于报社领导编辑记者着力对上海

的红色遗迹#进行了全方位的新发掘#纵向涵盖中国共

产党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横向包括党的建设"武装

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

隐蔽战线斗争等的历史遗迹#几乎一网收进'这就为上

海的红色遗迹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研究'

专栏发表的文章#并不满足于对红色遗迹的简单介绍#

温故弥新 传承前行

! ! ! !在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很难想象，")
多年前这里曾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来
自弄堂里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
运动。

三曾里只是党中央早期在上海艰险斗争中
的短暂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
站。%"&%年 $月到 %"''年 %月，除几次短暂迁
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
前后将近 %&年。

当年这个小弄堂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
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年 +月中共三大结
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
中、交通便利的上海。$月，除谭平山留驻广东
外，中央局 -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
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虹口永安里地处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地段，

弄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一
头通向四川北路，一头通向多伦路；弄内五条支
弄并行。这些特征，为我党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
掩护。上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弄堂，正是这许多
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从 %"&%年至 %"''年初中
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安全掩护所。中共中央局、团
中央等机关都曾设在这里。

%"%"年到 %"&+年期间，毛泽东为了追求真
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
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经 %%次来到上海。因为
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与日益严重的神经
衰弱症，%"&*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
他与上海一别就是 '%年。

怀着为中华之崛起理想的周恩来，%"&) 年
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从这里奔赴法国勤工俭
学，并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国革命最为艰苦

卓绝的 %"&$年到 %"'%年，周恩来的名字又是和上海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四川北路永安里
**号是周恩来在沪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

半工半读学俄语学马列，参加领导五卅运动，从事地下秘
密工作，刘少奇多次来上海。%"'%年至 %"'&年间，刘少奇由莫
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
居住在北京路惠民里（现北京东路 -&(号五金店楼上）。

%"&)年，从黄浦江畔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邓小平与
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年，当他第二次来到上
海，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邓小平在 %"&"年六七月间离开
上海，在 %"')年和 %"'%年，他曾短暂回到上海。%"*"年，邓小
平参与指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位于青浦的“陈云纪念馆”，馆内保存着四万余件珍贵文
物。展示厅内，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照片，一篇篇精心保存的文
献，一段段弥足珍贵的影像，一件件历经风霜的实物，见证了
陈云长达 $)多年的革命生涯。

月，在上海重新出版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年 (月 %-日
创刊的《红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除了持续不断地创办报纸杂志，还

致力于文化教育，显示出党的创始人的高瞻远瞩。建党前后，中国
共产党创办并参与领导了几所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学校，其中著
名的学校有0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

建立左翼文化团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推进左翼文化运
动的重要切入点，是中国共产党在 #)世纪 ')年代的一个创
举。通过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方式，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
要求，迅速有效地贯彻到思想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成立不久，文化战线的左翼文化团体，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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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百期
,要闻

专家
点评

今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同志再次强
调：“让信仰之火熊
熊不息，让红色基因
融入血脉，让红色精
神激发力量。”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不忘
初心，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从兴业路到渔
阳里，从老北站到老
码头，从街角咖啡馆
到巷尾的石库门--

上海滩，处处留有革
命足迹、红色遗迹。
本报推出“传承红色
基因”栏目，今天已
经第100期。不少读
者阅读后无限感慨
“没想到，上海‘红色
基因’真还那么多”。

上海是新文化
运动的承接地，更主
要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早期中央领
导机构的所在地、早
期工人运动的发祥
地，既是思想文化战
线的主阵地，又是隐
蔽战线斗争的聚焦
地。这些上海独具的
“六地”特点，决定了
“红色基因”不但密
集而且十分全面。

上海拥有众多
“红色基因”，这是
历史赋予我们
这座城市的光
荣，人民的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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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之路

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旧址

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
霞飞路捕房旧址
李达"王会悟住处旧址

上海北火车站
维经斯基旧居
麦根路 !"#号#暨大东旅
社旧址$马林下榻处%

!

!

重要会议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二大会址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遗址
中共四大会址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址

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
大会遗址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遗址

!

!

中共中央机关

!

!

主要领导居住地

$%"&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
旧址

刘少奇旧居
瞿秋白寓所旧址

邓中夏旧居遗址

任弼时故居及团中央机关
遗址

张闻天故居
刘晓故居

刘长胜故居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国华印刷所遗址

寰球中国学生会遗址

大同幼稚园遗址
上海大学遗址
上海学生联合会会所旧址

平民女校旧址
复旦公学旧址
光华大学旧址

杨树浦女工夜校旧址
临青学校旧址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

!""个
%红色基因&

辑录

#

个
创立之路

$

个
重要会议
会址

%&

个

中共中央机关

!"

处
主要领导居住地

!"

处
工人群众运动

!"

个
其他纪念处

!'

个
宣传机构

!"

个
教育
机构

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彭湃在沪革命活动地%

中共中央联络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宣传部遗址
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遗址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
点旧址

中共中央与国际联络点遗址
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中共中央文库遗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
中央局机关遗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
会秘密机关遗址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训班旧址
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
班旧址

中共中央国际电台遗址
中共中央特科武器存储处
遗址

塘沽路中共秘密电台旧址
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
遗址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又新印刷所旧址

人民出版社旧址
商务印书馆遗址
&向导'发行所遗址

协盛印刷所遗址

&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
所遗址

&热血日报'编辑委员会遗址

华兴坊革命报刊发行所遗址
文明印刷所遗址
&平民日报'发行所遗址
长江书店遗址

&布尔塞维克'印刷所遗址
上海书店遗址
复社遗址

&新少年报'社旧址

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

上海南洋烟厂遗址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遗址
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遗址

上海总工会筹备大会遗址

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
遗址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
处遗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东方图书馆指挥部遗址

武装起义胜利后市民大集
会遗址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
海支部办公处遗址

龙华烈士陵园

进步文化的据点)))

三德利'$%号
太阳社
泥城革命史迹馆

地下少先队群雕
沪西革命史陈列馆
顾正红纪念馆

*五抗+暴动指挥中心遗址
新街暴动纪念碑

小蒸地区农民武装暴动
(枫泾暴动%指挥所旧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新民图表 邵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