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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本报记者 方翔

红色基因传承

" !"#$年 %月毛泽东!左起第七人"在上海半淞园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时留影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追求革命真理 留下光辉足迹

毛泽东早年11次来到上海

! ! ! !毛泽东与上海，一个是改变
中国历史的伟人，一个是近代百
年中国的中心舞台，二者的交
集，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变
化。毛泽东一生同上海有极深的
渊源，从 !"!"年 #月到 !"$%年
"月，曾经 &'次到过上海，生活
和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留下了

光辉的足迹，是其革命生涯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上海的发展
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和中国
台湾地区一批新史料的发现，
毛泽东与上海的历史渊源更清
晰地呈现给世人，特别是毛泽
东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正值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
共合作，毛泽东作为党早期重要
的领导人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而这些资料的发现，也弥补
了原来国内资料的不足，使我们
对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和对中
国革命的贡献，可以有更加全面
深入的了解。

徐建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专!家!点!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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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究竟拥有怎样的红
色魅力，让毛泽东对这座城市如
此关注呢？

乡音杂陈
理想活动场所

“毛泽东和上海的关系是极为
密切的，他在上海的活动，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他筚路蓝缕、艰难创业
的早期革命经历，以及他光辉一生
中若干重大史事。”中共上海市委
党研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说，
“研究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史迹，
有助于丰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也
有助于上海地方史的研究。”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
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因而上
海这个城市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依托性功
能。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这里举
行，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
开，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都设在
这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
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还特别提
到，需要关注移民人口对于上海红
色基因的影响。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

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
行，但是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
推行不彻底。北洋政府时期，上海
先后于 %")*、!"+,、%"+-年进行过
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这
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
匿名性与流动性特点，为中共领导
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
所。”熊月之说，“创党时期，安徽人
陈独秀、湖北人李汉俊、湖南人李
达在上海活动，各操乡音，但是，毫
无妨碍。%"+&年，毛泽东在上海闸
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
山路公兴路口/ 的中央办公处，住
了近 &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
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 &户人家，
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
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

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
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
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
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
一幢房子里。”
在熊月之看来，早年毛泽东在

上海的活动轨迹，与湖南老乡也有
很多交集。据有关资料记载，!"!"
年 &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后，
经常前往斜桥湖南会馆（原制造局
路 ,&号，原建筑今已不存在）看望
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关
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互相切磋鼓
励。!"+*年，湖南老乡章士钊在上
海时曾帮助毛泽东筹集了两万块
银元，送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去欧
洲勤工俭学。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
助，毛泽东一直深深地记在心中。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

0*1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
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
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
等。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
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
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
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
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

东，各处来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
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
他们提供的特有便利。”熊月之说。

城市地理
勾画历史足迹

“历史学家并不需要告诉他的
读者思考什么，读者有足够的智慧
自己动脑。”《毛泽东传》作者、原
223记者、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
肖特说，“让读者获得所有能获得
的信息，再去处置这些信息，最终
得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在由上海市档案局（馆）策划
制作的 0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
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中，菲利普·
肖特担任历史叙述人。这部纪录片
将历史事件置于城市地理学的观
察视野中，关注城市地理格局对历
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呈现城市史与
中共党史相互融合的跨界风格，使
历史回归我们生活的城市街区和建
筑。当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当年在
上海的足迹时，也可以从这一角度
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
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房子新

造没多久，管理处于法租界的边缘

地带。毛泽东在一大会议期间的住
址———上海博文女校，距离开会地
点仅 +**米。二大召开时，上海的
政治环境也十分严峻，中央局选择
辅德里作为开会地点颇费心思，它
处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
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
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毫不起眼，
以至于毛泽东“迷路”错过了二大。
这里当时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
所，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其后
门，万一突发情况便于及时疏散，
相对较为安全，是共产党在上海尚
未暴露的联络站。在一大和二大会
址的周边都有女校，这个巧合值得
关注。

解放前的慕尔鸣路甲秀里
&40号，今天的茂名北路 4+*弄 $

号，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4"+,年，毛泽东第 "次来到上海，
在这里住了 4*个月。越来越多的
党史专家认为，在这 4*个月的时
间里，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为此后的
革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年
的 4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
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毛泽东当
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

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工
作，派毛泽东等到国民党中央上海
执行部工作。从地理位置来看，甲
秀里 &40号距国民党执行部机关
不远，交通方便。杨开慧这一年 '

月携毛岸英、毛岸青到上海，和毛
泽东团聚，她除了协助毛泽东整理
文件外，还挤出时间到不远的平民
女校教书，和工人打成一片。
更有意思的是南昌路的故事。

当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就在
今南昌路上，毛泽东每天来此地上
班。而南昌路 4**弄 +号曾是《新青
年》编辑部的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组建之地，陈独秀曾居住于
此。毛泽东就曾在这里与陈独秀真
诚相见，无话不说。而南昌路的东
头，就是共产党的诞生地一大会址。
《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
制片人兼总编导陈菱说，这是一条
普通的“上班路”，却能从一个日常
生活的入口，一下子就进入了历史。

书信文件
展现革命历程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有不少书

信来往，并拟定了许多重要文件，
这些史料文档也从一个侧面展现
了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活动。

4"+*年，当毛泽东得知湖南
学生李声澥在江南造船厂做工，又
帮助陈独秀从事工运时，十分高
兴。事后，他给罗学瓒的信中说：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
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致函黎

锦熙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哪一
种运动，或是一种学说，都要有具
体、鲜明、热烈这三种条件。无之，便
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
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拟就了

许多重要文件。4"+'年，毛泽东拟定
了《目前农运计划》，当年 44月 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该计划提出，农
运的发展应采取集中的原则，全国
农运除继续发展与巩固粤省外，应
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其次是
陕、川、桂、闽、皖、苏、浙七省。每省
之内，也应选择重点地区，多派力量
去做。4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上海，
4+月中旬到达武汉。他还筹备了全
国农民协会、领导了全国农民运
动，树立了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