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红色地标，树精神丰碑
———写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之际

本报评论员

百年前的上海，望志路（今兴业路），树

德里，石库门。

1921年7月23日， 这儿一间18平方米的

石库门民居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

们汇聚于此，参加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会议……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由此，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

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

一百年后，兴业路东头，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将正式开馆。 主题

展览《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

陈列》正式开幕，以此迎接建党百年。

伟大历程的起点，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标

识和刻度，更是精神层面的立体坐标。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

利，建立建设新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向

纵深发展，决胜全面小康，迈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百年已是风雨兼程， 百年正是风华正

茂。 百年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

造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大精神，更将激励、

感召、影响更多人，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不

断创造新奇迹、书写新篇章。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今天， 在一片现代与历史交融的开放

式街区，中共一大纪念馆庄严伫立。 老馆新

馆隔街相望、形制呼应，红色经典步道链接

起周边红色遗迹遗址， 形成一个街区式博

物馆。 这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上海这座

红色基因融于血脉的光荣之城， 如何从过

往走来，又将如何奋楫当下、奋进远方。

今天， 我们回望百年历程， 感悟初心使

命，不是为了从

成功中寻求慰

藉，不是为了躺

在功劳簿上，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

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更是为

了赋予其时代的意义，燃起心里的信仰之光、

理想之火， 点亮前行的路———永远保持建党

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

民的赤子之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

斗，勇于变革，敢于创新。

今天，我们走进这片以石库门为主要建

筑肌理的红色街区，不断探寻着一座城市丰

沛的红色内涵，以此时时自省：始终坚守为

民宗旨，始终不忘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更探寻着如何将红色之源、红色根脉，化

作精神动力、信心之源，投入当下人民城市建

设的丰富实践， 凝铸起一座城市动人而可贵

的品格与精气神。

百年前，穿越石库门里弄，响彻云霄的铮

铮誓言，今天依旧激励着我们始终“不辱门楣、

走在前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不断汲取建党兴党强党的丰厚滋养，激昂

起迈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勇气锐气朝气。

石库门， 树德里， 兴业路 ， 上海 ， 全

中国。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周辰

铸起经得起时代检验的红色建筑
本报专访中共一大纪念馆规划建筑总设计师邢同和———

设计一个梦幻的建筑容易， 但设计一个有

呼吸、能生长，能与城市和人民相融的活生生的

建筑则煞费思量。

执业近一个甲子，岁月悄然流淌，邢同和发

现，自己用心设计的这一件件鲜活的建筑作品，

就这样长在了这座开放、创新、包容，且具有深

深红色基因的城市里。

与城市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见证历史，

奋进当下，更展望未来。

历经四年，从设计到建设，中共一大纪念馆

今天开馆。 作为该项目总设计师， 邢同和难掩激

动，年逾八旬的他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来到附

近，隔着太平湖，用手机对着一大广场拍照留念。

1921 厘米高的旗杆，这一数字蕴藏着党成

立时的年份；高 16 厘米的底座旗台，由两块汉

白玉石料拼制而成，寓意着崇高理想和希望；一

大广场上还有一处“对景”，是一棵枝繁叶茂、亭

亭如盖的百年劲松， 象征着深深扎根于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正茂……

在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的上海，设计建

设这样一座红色建筑，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为

整座城市、人们心里树起一座建筑丰碑，也是邢

同和为自己近 60 年的建筑设计职业生涯树起

的一座里程碑。

“要设计经得起历史、经得起人民检验的建

筑，做人民的设计师。 ”

回望执业第一天就立下的志向，今天，这位

耄耋老者扪心自问：“我，真的做到了！ ”

设计中共一大纪念馆，方案首
页写满了学习心得

“通过建筑总体与细部的思考， 集中凸显

‘两个百年主题’：伟大的开端，伟大的复兴。 ”

“建筑的形式与材料，是上海特色建筑风格的体

现， 既要有创造性的特点， 也要有感染力的彰

显。 ”“主题的形式表现，具象与抽象结合。 让人

们被感染被感动，始终深深牢记，点题点睛点故

事。 ”……

这些珍贵的手稿， 正是邢同和着手设计中

共一大纪念馆之前的学习心得。

2017 年，接到参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筹建工

作任务后，邢同和与往常一般，没有急着动笔构

思，而是先沉下心来学习。

学习，这也是邢同和持守了一辈子的执业习

惯。别人的设计方案上，首页是绚丽的效果图，但

他的方案首页，永远都是：学习心得。 他说，做任

何事都一样，学习始终是第一位的，“绝不能没有

学习、没有调查研究，就一头钻进业务堆”。

学习，既是找灵感，更是酝酿感情，“通过学

习才能了解过去、把握当下、畅想未来。 通过调

查研究，设计师才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邢同和

说，“感受当年的人、事、物，待心中的热情愈加

炙热，设计也就水到渠成。 ”

太平湖畔，1921 厘米高的旗杆上， 五星红

旗高高飘扬。

旗杆矗立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建筑的中轴线

上，也是兴业路的中轴线上。通过一大广场把中

共一大会址文物遗址与新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串连呼应起来， 成为一组不可分割的公共性纪

念建筑群，并向太平湖的绿色景观通透延展。这

一步跨越，便是百年。

中共一大纪念馆选址在哪里，建多大面积，

又该建成什么样？ 当初，围绕这些问题，各方有

过多次探讨。

邢同和团队坚持从城市风貌和老建筑中去

寻找答案。

保护好、利用好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应循

着这条主要原则， 邢同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

何建造好中共一大纪念馆。

中共一大会址是唯一的、 不可再生的文物

建筑、红色遗址，其主要功能是历史时空背景的

还原。而中共一大纪念馆则要解读好、演绎好中

共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回顾中国共

产党如何走过一百年， 又昂首阔步迈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中共一大纪念馆必

须解决好三个关系———与一大会址的关系，与

街区的关系，以及与城市的关系。

邢同和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更

是城市红色精神的一种升华， 通过石库门来演

绎伟大开端和伟大复兴， 演绎百年历程的当代

续篇，在风格上，新老建筑要有对话和亲和度，

新旧交融、相得益彰。从立面形象、工艺材料、施

工等方面都要实现风貌保护和精神传承， 经得

起再一个百年的考验。

其次，要实现与街区的肌理一致、走向一致，

保留、延伸红色石库门建筑特色，并凝练升华。

再次， 从规划布局中充分考量城市肌理拓

展、序律的一致延续，从屋面走向、建筑体量、高

度控制、天际轮廓线的变化等方面均形成整体，

守护好城市中的红色血脉和精神家园。

设计甚至还考虑到了建筑的 “第五立

面”———屋顶。 屋顶上以往固有的通风排气、室

外机等设备均被巧妙隐藏 ，“确保航拍的视角

下，整体面貌全然和谐统一”。

为确保设计方案在实施中的尽善尽美，邢

同和常常亲临现场， 亲自爬上脚手架现场 “把

控”。 比如，砖墙中的勾缝，一定要齐整才算达

标。 负责现场施工的龙经理发来微信：“昨天看

到您裤脚上附着的泥灰，令在场的晚辈们动容，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念，对工程精雕细琢、追

求品质。 ”

整个设计建筑过程， 让邢同和感受最深的

是：红色地标建筑，党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各

级各部门领导多次亲赴一线调研， 强调政治高

度；相关部门党委领导也纷纷主动跨前一步，相

互助力，遇上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使得该项

目进展顺利。

以生命在光荣之城中用力书
写镌刻，也擅长为未来“留白”

设计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整个过程， 邢同和

数易其稿，手绘图纸九十余张。

相比较更易制图和修改的电脑绘制， 他始

终坚持手绘。 一来，因为上了年纪，对传统绘图

技能多少有种 “敝帚自珍 ” 的执念 ， 最主要

的———手绘图纸，意味着“必须通盘想好后再落

笔，减少了涂改的随意性，对落下的每一笔都要

负责”。 也因此，大大小小、宏观细部，邢同和的

每一幅彩绘手稿，都精美似艺术品。

近 60 年间， 邢同和主持设计的项目超过

300项，画过的图纸不计其数。 早期是用钢笔、水

彩等，后来用水笔、马克笔等。 色彩明亮、渲染得

当、明晰易懂。他的家里，很少留有自己的作品模

型，却珍藏了近 60年来几乎所有的手绘图纸。

细细翻看这些图纸， 不仅能看到建筑的物

理空间形态，能读到创作的具体时间，能明了相

关简要说明和指引，甚至于，还能读到作者即刻

的心绪或感想……每一幅的背后流淌出的不仅

是故事，更是一种“以生命来用力书写镌刻”的

气息和脉搏。

上海， 这座红色基因深植于血脉的光荣之

城。 从中共一大纪念馆到龙华烈士陵园及近期

完成的拓展展示纪念项目， 从国歌广场到陈云

纪念馆、 宋庆龄纪念馆……无数红色建筑中都

留有邢同和的印记。

也几乎每一次设计前的沟通会上， 他总把

鲜红的党徽别在胸口：“没有渗透于血脉的初心

使命和热情，怎能胜任！ ”

龙华烈士陵园内， 一条不足 200 米长的初

心大道，就仿佛一条时光隧道。 这头，是百年前

追寻真理的革命烈士就义地、纪念碑；另一头，

人们目光所及， 恰是代表着未来的西岸人工智

能大厦。

就是这样一个巧妙的视觉联结， 让无数前

来瞻仰祭奠烈士的人们感怀： 今日的幸福生活

正是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续

篇，要好好把握、好好奋斗、好好珍惜。

这，恰是设计者邢同和的初衷。邢同和设计

的红色建筑看似风格迥异， 却都透露着大气温

润之美。 这也直接映射着数十年来他对于红色

建筑的研究和感悟。

他说， 设计红色建筑不仅仅是做建筑的表

象，而是要通盘考量其内涵和外部的表现形式，

意义和影响力。 “城市中，红色建筑的影响力不

是几年，而是上百年”。

特别是，红色建筑要求设计师回归历史、忠

于事实， 把握好历史背景、 时代背景和人物背

景 ，始终站在党、祖国 、人民的立场上 ，自我提

升、 反复修改，“只有带着这样一种由衷的使命

感，走进去、走得深，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

人民，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爱一生建筑追一生建筑，“人
民需要我，就一直工作下去”

距离苏州河不远处的河南路， 邢同和生于

此长于此，小学又紧挨着苏州河，大学毕业时的

设计答辩也与“吴淞口———上海大门”相关。 喝

着母亲河水长大的孩子， 誓要把根深深地扎在

人民之中，一辈子为人民而设计、而建筑。

学校、医院、街道敬老院、区少年宫……他

从最基本的民用建筑起步， 一辈子牢记着 “设

计，是为人民而用”。他实现了执一业终一生，为

民用建筑设计“快乐工作”近 60 年。 时至今日，

还非常珍视：设计图纸、理念想法化作现实而带

来的满满获得感。

外滩风景带、上海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

金茂大厦、世博会申办规划等等，邢同和人生轨

迹中踏实而用心的每一步， 就这样与人民城市

紧密相连，共同拔节生长。

“爱一生建筑，追一生建筑。 ”他说，建筑设

计就是棵大树，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扎根于人

民，吸收时代和世界的阳光雨露，如此才能欣欣

向荣、郁郁葱葱。

当年，破格录用他的老院长，弥留之际曾感

慨：“我没有看错人。”他则响当当地回应：“为人

民城市而设计，我做到了！ ”

时间回拨至 1962年， 建筑大师陈植作为同

济大学外聘教授，参加城市规划专业毕业设计答

辩。彼时，一份“上海吴淞口———上海大门的规划

与建筑设计”让他眼前一亮，记住了那个学生的

名字———邢同和，随后向建设部写信请求将这名

学生分配至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 于是，23岁

的邢同和告别象牙塔， 进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

作， 后来单位改名为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

东建筑集团，邢同和这一待，直至今日。

入职第一天， 设计院院长陈植就对眼前这

名眼里闪着光的青年说：“要做人民建筑师，为

人民造建筑。 ”自此，“人民”二字与邢同和的事

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外人眼中，值得骄傲的地标建筑不胜枚举。

但邢同和心里却道寻常：“这是个伟大的时代，

我生逢其时。 ”

“爱一生建筑，追一生建筑”的邢同和，就这

样和他的建筑作品一起， 在时代大潮中闪耀成

一朵耀眼的浪花，“我热爱建筑，深爱这片土地，

只要思想没有枯竭，只要人民还需要我，我就会

一直工作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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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同和，1939 年出生，华东
建筑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先后主
持设计了外滩风景带、上海博物
馆、龙华烈士陵园、上海世博会
申办方案等多个重大城市规划
项目，也是中共一大纪念馆规
划、建筑总设计师。

日前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以自身亲历，讲述设计中共一大
纪念馆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时代
大潮中，铸就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检验的红色建筑。

 中共四大纪念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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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红色精神，传扬红色基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严爱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

无精神则不强。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

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 挺立

潮头。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这一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孕育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成为城市

的红色之源、红色根脉。中共一大纪念馆及相

关主题展，提供了全新载体和丰富内涵，让我

们不断解读、探寻着这样一种红色精神，以此

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

这样一种红色精神，包含着追求真理、忠

诚信仰的奋斗。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

最苦难、最危险之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苦苦求索最

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种红色精神，包含着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担当。这体现在党的孕育、建立和不断

发展的全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始终站

在革命事业建设的前列， 身先士卒带领人民群

众，不断开拓创新、永不懈怠，从而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 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样一种红色精神，包含着无私无畏、忠诚

为民的奉献。 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

益，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汲

取无穷无尽的智慧，从而使自己逐步而又牢固地

在中国的大地扎下根来。

这样一种红色精神，包含着严明纲纪、维护

统一的自律。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中国

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 没有百

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取得胜利。

正因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

想斗争，确定了民主集中制，有严格的组织与纪

律，才能最终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

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百年来，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

加强纪律建设，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本报记者 顾一琼
见习记者 王宛艺

城市的红色地标，人们心中的力量丰碑
专家学者：中共一大纪念馆将激励感召更多人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以生动实践不断创造新奇迹书写新篇章

上海 ，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初心始发地。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

党正式成立。 这是近代中国社会

进步、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

然结果 ，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

的选择。

上海这座红色之城， 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四史” 宣传教育

为契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

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 全力以赴建设好赓

续精神血脉的红色地标、 守护好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在专家学者看来， 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

样一个红色地标，将对一座城市、

万千市民带来更为深远的意义和

影响。 她不仅展示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创造

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大精神，更

将激励、感召、影响更多人，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以生动实践不断

创造新奇迹、书写新篇章。

从这个角度看，“这更是在人

们心里树起了一个红色航标、一

座力量丰碑”，回望过去，展望未

来，更奋进当下。

百年前的誓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徐建刚

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今天，我们回望中国共

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

年征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

在上海，是上海的荣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程，也深刻改变着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上海始终居于重要地位。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曾

把上海比作“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这里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在

上海成立，《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版在上

海出版。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在上海

的结合， 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历史

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之初，就以改造

中国、改造社会，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共产主

义为己任。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诸多第一，也

为上海这座城市注入了深入血脉的红色基

因：第一个早期组织 ，一大 、二大 、四大在上

海召开，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长达 12 年

之久。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

人都曾在上海留下工作和奋斗的足迹。 无数革

命烈士用热血和生命在上海写下气壮山河的诗

篇。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独立完整现代工业体

系，发扬主人翁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草窝里飞出金凤凰”“蚂蚁啃骨头”，第一枚探

空火箭、万吨水压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

永久凤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缝纫机，海

鸥照相机，还有 200 万“上海师傅”支援全国各

地建设，诠释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历史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营改增

改革、司法改革、群团改革 、举办进口博览会 、

“一江一河”滨水岸线贯通……书写了新时代上

海发展的新奇迹，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立下的誓言，正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上海这座具有光荣传

统的城市， 一定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劈波斩浪，不断向前。

 荩中共一大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 龙摄

 试开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大广场。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