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婷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
建党 100 周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在上海，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
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呱呱坠地
的产房。 同时，这座光荣之城也是
党创建过程的中心，以及党成立后
中国革命的早期指挥中心。

遍布全城的丰厚红色资源是
最好的历史见证。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 全市有红色革命旧址 220 余
处、红色革命遗址 260 余处、红色
革命纪念设施 110 余处， 它们已
融入上海城市血脉，铸造了上海城
市精神的红色之魂。对于身处这座
城市的市民游客来说，感悟跨越百
年的初心传承，这十大红色地标不
得不去，它们对了解、认识党在上
海酝酿、创建和早期发展历史十分
必要，串联起来堪称一条革命火种
薪火相传的朝圣之路。

其中，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见证
了党酝酿建立的过程。中共一大会
址、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纪念
馆展现了党从诞生到逐渐发展壮
大的奋斗历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 年 ）体现了上海作
为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早期指挥
中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毛泽
东旧居陈列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周公馆）旧址、龙华革
命烈士纪念地力证了许多党的早
期领导人、仁人志士都曾在上海工
作、战斗过，挥洒热血奉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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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 100 弄 2 号， 一栋砖木结构
旧式石库门住宅看似普通， 却在中国革
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 既是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 编
辑部旧址， 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的诞生地和一大后中共中央局办公
地， 还是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的校对和策划出版之处。

1920 年春， 《新青年》 编辑部随同
陈独秀来沪迁入老渔阳里 （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 这里先后聚集了一批新文
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

同年 6 月， 陈独秀、 李汉俊、 俞秀
松、 施存统、 陈公培在此开会， 决定成
立共产党组织 ， 当时名为 “社会共产
党”， 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并草拟了具有
党纲、 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 。 8 月 ， 陈
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 改名为 “共产
党”，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 积极推
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致函各
地， 建议 “组织支部”。 1921 年 6 月初，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 经陈独
秀、 李大钊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 年 7 月中共
一大后， 此地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见证党酝酿建立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1 年 7 月 23 日， 平均年龄

28 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来到上
海， 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
路上的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
崭新一页。

中共一大会址， 是李书城、 李
汉俊兄弟的住宅 。 尽管是在法租
界， 但危险仍然时时存在。 7 月 30

日晚 ， 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 ， 突
然， 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
子闯入， 朝室内东张西望， 代表们
问他干什么， 他含糊其辞， 之后匆
忙离去。 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 此人一定
是 “包打听”。 于是， 众人迅速收
拾文件， 从前门分散而走， 仅留下
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 。 一刻钟不
到， 法租界巡捕房警车开来， 严密
搜查两个小时 ， 并对二人详加盘
问。 此后， 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
议下，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
南湖一条游船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制定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和第一个决议 ， 宣告党的正式诞
生。

翻开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一页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二大为期八天， 从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 共召开了三次全
体会议， 诞生了多个 “第一”， 其中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第一
部正式的党章。 二大和一大一起， 共
同完成了党的创建。

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址位
于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即
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附
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 平民女校和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的机关又
便于召开小组会议。 李达的寓所处于
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 军
阀当局又不便于公开到租界里行动，

所以比较安全。同时，这里也是中共在
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 李达曾经
在辅德里 625 号主编《共产党》月刊和
出版马列主义丛书， 作为中央局宣传
处的通讯处， 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
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

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时，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
口放哨 ， 12 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
中国的时局及对策。 为了安全， 大会
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 尽量减少
全体会议的次数， 且每次会议都要更
换地址。 目前的资料显示， 第二次全
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会址仍待
考证。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地

中共二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 1925 年 1 月 11 日在今虹口区东
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处召开 ，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
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并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 扩大党的组
织、 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据记载， 当年中共四大是以英文
补习班的名义召开的， 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扮演的是英语老师的角色。

中共四大通过了 14 个文件。 这
次大会后， 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成功实现了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政
党的伟大跨越。 据统计， 至 1925 年

10 月短短数月间 ， 党员由中共四大
时的 900 多人发展到 3000 人 。 到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召开时 ， 更是
发展到 57967 人。 特别是中共四大明
确把 “支部” 作为党的基本组织。

中共四大会址原为砖木结构假三
层石库门民居 ， 当年的建筑毁于

1932 年 “一·二八” 淞沪战争。 经多
方协调和考虑， 上海决定在四川北路
和东宝兴路口的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建
立中共四大纪念馆 。 2012 年 9 月 7

日， 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

炸不毁的精神丰碑

中共四大纪念馆

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
的中心， 党成立后， 党中央机关亦长
期驻扎上海。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
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
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的12年
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三次短暂迁
离外， 一直都设在上海。 据目前掌握
的史料， 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
重要旧址有26处。

以位于成都北路893弄的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为例， 这里是中国
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
动的公开机构， 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的摇篮。 1921年8月11日， 党中央建
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 总部设在上
海， 并在北京、 武汉、 长沙、 广州、

济南设立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选址颇有
讲究。 晚清上海开埠后， 随着工商业
的发展， 至20世纪20年代初， 申城工
人总数已逾51.3万人， 其中产业工人
超过18万人， 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
分之一 ， 并形成了五大工业区 。 那
时， 上海北成都路、 新闸路一带， 正
位于五大工业区居中位置， 是申城缫
丝厂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而缫丝业则
是申城工人数量最多的支柱产业。 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沪出版了 《劳动
周刊》。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在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 有
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
街楼房 。 90 多年前 ， 中共中央政治
局机关就设在此， 这是目前所知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
的机关旧址。

1927 年 4 月 ，因上海发生 “四一
二” 反革命政变， 中共中央机关暂移
武汉。 同年秋， 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
败， 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党中
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

当年 ， 上海四马路 (今福州路 )

的天蟾舞台， 每天观众熙熙攘攘。 其
隔壁即云南路 447 号 (今云南中路

171—173 号)， 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
蟾舞台的楼梯相通， 人员可随时从天
蟾舞台撤离。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 在白色恐怖
中， 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开展了大量工
作。 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
维汉回忆： 那时， 开会的同志从天蟾
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 就
可以直达开会的房间 。 1928 年至

1931 年， 周恩来、 邓小平、 李维汉、

瞿秋白等在此工作， 政治局很多重要
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共计发出百余份
文件， 指导全国革命开展。

中共中央在沪使用最久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 年）

据史料记载， 毛泽东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多次到上海。 位于茂名
北路 120 弄的上海毛泽东旧居是他
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所。 1924

年， 刚刚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来到上海， 参
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 其
间， 他与夫人杨开慧， 两个孩子毛
岸英、 毛岸青及岳母向振熙老人一
家 5 口寓居于此。

在甲秀里的这段日子， 是毛泽
东难得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当时， 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岸英、 刚
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上海。 除了料
理家务， 帮助毛泽东誊写文书外，

杨开慧还经常前往小沙渡工人夜校
为工人们讲课。

陈列馆展出了这个家庭留下的
唯一一张 “全家福 ” ， 它被称为
“不完美的完美全家福”。 说它 “不
完美”， 是因为其中没有毛泽东的
身影， 那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有严
格的纪律要求 ， 禁止重要人物拍
照， 所以毛泽东最终没有入镜；说
它“完美”，是因为这张照片完美诠
释了一个共产党人严格遵守党的规
章制度，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在沪时间最长的居所

上海毛泽东旧居

70 多年前的思南路，一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斗在此打响。 1946 年 5 月，根据
“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
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6 月，中共代表
团决定在上海思南路 107 号设立办事
处，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的牌子。 董必武当即决定，

不让挂牌子，就管它叫“周公馆”。

这是一幢建于 1921 年的欧洲近代
独立式花园洋房，一楼为汽车间、厨房、

传达室及工勤人员宿舍， 二楼是会客室
和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 三楼是工作
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四楼是集体宿舍
和董必武等的工作室兼卧室。

自从办事处设立后， 周公馆附近突
然热闹起来了。 周公馆马路对面摆了个
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 一些拉
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和中统局也
在周公馆马路对面的思南路 98 号（今思
南路 70 号）妇孺医院内设立了秘密监视
点。

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们在这
种非常险恶、 个人安全没有保障的环境
下，始终泰然处之，把生死置之度外，坚
定沉着地坚持斗争，直至 1947 年 3 月 5

日全部安全撤离。

打响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
办事处（周公馆）旧址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由原国民党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部分遗址组成， 主
要有看守所和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两
部分 。 在中国革命早期 ， 龙华监狱
（包括枫林桥监狱） 关押和牺牲了一
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在新
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 171 名中央
委员中有 42 位牺牲， 其中在龙华牺
牲的就有 7 位 ； 10 位中央监察委委
员中有 8 位牺牲， 4 位血洒龙华。 由
此可见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在中国共
产党奋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7 年至 1937 年国民党淞沪警
备司令部期间， 这里的看守所遇重要
革命时期和重大事件时，常人满为患，

不得不转押枫林桥临时监狱和漕河泾
监狱。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
中全会在上海召开，17 日至 21 日，部
分与会成员在东方旅社、 中山旅社等

10 处地点遭巡捕房逮捕，共有我党重
要干部、“左联”作家和革命群众 30 多
人。 24 日，他们被转至司令部看守所。

2 月 7 日晚，林育南、李求实 、何孟雄
等 24 人怒吼着出了牢房，昂扬地走过
小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刑场。鲁迅为
此作了 《无题》 诗和 《为了忘却的记
念》，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可以说，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见
证了爱国人士的铮铮铁骨。

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缩影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

有人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比作中
国共产党的“胚胎”，它为党的最终诞
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史料证明，在其积
极指导下，各地建党工作有序开展，一
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相继建立，有
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
合。 位于新渔阳里 6 号 （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旧址是有力的证明。 1920 年

8 月 22 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领导下， 俞秀松等 8 名青年发起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
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出于创建先进政党、 从事革命实
践的需要，1920 年 9 月， 新渔阳里 6

号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其实，

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
学校，用学外国语掩护革命活动。

在如今的新渔阳里 6 号， 仍保留
着百年前的场景： 一楼厢房排着长凳
和课桌，挂着黑板，当年，10 多平方米
的教室内，最多时要挤进 50 余人。

当时， 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
期组织或青年团推荐。 刘少奇就是其
中之一。 在渔阳里学习生活了八个月
之后， 他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介
绍启程赴俄，辗转到莫斯科学习，在那
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1 年春
天，先后有 30 多名学员分三批去莫斯
科，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骨干。

创建中国首个青年团组织

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沧海横流显本色，那是信仰的旗帜在高高飘扬
邵岭

今年， 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 在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经过展陈

提升?全新亮相，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四大纪念馆等

革命历史纪念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场馆

修缮和展陈调整。

一切都是为了以最好的状态与公众见

面， 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所有的城市都有文化 。 对于上海来

说， 红色文化已经如血脉般融入了城市的

肌体。 作为党的诞生地， 这座城市拥有全

国数量最多的红色遗址遗迹， 贯通了中国

共产党从孕育、 创建、 诞生的历史脉络，

成为红色文化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

一处纪念地就是一个保鲜历史的红色

地标， 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 “第

一”：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

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中国

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更不用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早期，

一大、 二大和四大都在这里召开。

一处纪念地就是一页风云激荡的

红色篇章， 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为争取

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所进行的前赴?

继艰苦卓绝的斗争 。 1927 年至 1937

年 ， 国民党当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

（今天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相继关押近万

名革命志士， 公开或秘密杀害近千名共产党

人， 包括罗亦农、 杨殷、 彭湃、 赵世炎、 陈

延年 、 陈乔年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及

“龙华二十四烈士” 等。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而正是借助这

些红色遗址遗迹， 和保存其中的史料档案、

珍贵文物， 今天的人们得以一次次重返建党

时的历史现场， 回望开天辟地经历的艰辛与

苦难， 体悟披荆斩棘取得的成就与辉煌。 90

?作曲家龚天鹏曾数次寻访申城各处的红色

地标， 触摸那段他和他的同龄人并不熟悉的

历史， 发自肺腑地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九部交

响曲作品 《启航》。

不忘初心 ， 方得始

终。 一百年栉

风沐雨， 有惊心动魄， 更有波澜壮阔。 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是百年

来不曾更改的初心和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站在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门槛上， 上海这样一座光荣

之城、 红色之城， 更有责任守护好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家园， 更好地接续红色记忆， 传

承红色基因， 让红色文化蓬勃于浦江两岸，

根植于市民心中， 以建党精神凝聚人心， 激

发动力，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沧海横流显本色， 那是信仰的旗帜在高

高飘扬。 如今。 新的时代赋予新的使命， 新

的时代呼唤新的担当 。 在党

的光辉历程和宝

贵经验的启示下， 在党的辉煌成就和奋斗精

神的鼓舞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 ， 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胜

利，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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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荨以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为主题

创作的油画。 李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