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斐：寻觅陕西北路的旧与新
“陕西北路历史文化名街给了我一

个聚焦点，让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能够

变成非常具体的工作。 ”

———吴斐

位于陕西北路 600 号的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展示咨询中心，黑色大理石门

柱、敞开式全明玻璃，内部书架满墙、咖

啡飘香，俨然一处藏在历史街区中的时

尚共享空间。 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吴斐，

人称“陕西北路吴掌柜”。她有着看似对

立的两个身份：“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

行”的宣传大使，陕西北路网文讲坛的

创办人和运营者。

吴斐是一位优雅干练的上

海女人，眉眼带笑，妙语连珠，

做过媒体、房地产、品牌、文化

等多个行业。 因为自身的文化

素养和对城市文化的偏好，吴

斐一直觉得， 记录着城市历史

和变迁的老马路、老弄堂、老建

筑更具价值， 因为它们都是城

市记忆的一部分，不可复制、无

法再生。 一次机缘巧合，她对百

年不变的陕西北路 “一见钟

情”，留在这里做起了“掌柜”。

“一条西摩路, 半部近代

史。 ”吴斐热爱的陕西北路与武

康路、多伦路齐名，曾是政客学

者、 商界名流的聚集地。 2013

年，陕西北路入选“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 近年来，随着老宅故

居的修复开放、 老字号一条街

的开发，年轻人纷纷来此打卡。

短短 230 米的陕西北路老字号

专业街上，汇聚了泰昌食品、美

新点心店、开开等 17 家老上海

人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传统与

现代，在这条马路上交错。

作为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

马路之一， 这里还保持着一百

年前的路宽， 梧桐树掩映着百年老建

筑。 在吴斐看来，老街区既要有老的沉

淀，也需要新的注入，文化是在更新中

延续的。

上海是网络文学的重镇， 网络文

学创作向来十分活跃。 陕西北路网文

讲坛地址就设在展示咨询中心二楼，

“吴掌柜”从此又多了新身份。 自第六

期开始，网文讲坛开通了网络直播，点

击量常常超百万次。 关于中国网络文

学的各类探讨， 就在这一方空间内孕

育、 发酵， 继而影响整个中国网络文

坛。 “网文讲坛谈的是网络文学的创

作，但由于身处历史文化名街，我们想

让网文与城市生活更有相关性 。 ”

2020 年，曾担任讲坛嘉宾的君天、闲听

落花、梦风三位网文界“大神”应邀而

来， 尝试用三种不同类型的题材写出

上海老街区的故事。 吴斐也化名“北路

溜溜”，参与其中写下了她记忆中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陕西北路。 这本名叫

《转角看见陕西北路》的小说集日前由

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书封上有这样

一句话形容陕西北路：“这个十字路口

就像一个时代坐标， 一百年的城市一

眼可见。 ”吴斐骄傲地说，书里提到的

地点都是真实的，如果画一张导览图，

每个地点都可以到达。 一书在手，游客

还能按图索骥来一场城市微旅行。

以陕西北路为原点，如今，越来越

多的上海马路印在书页上，融进游客心

中，融汇到艺术创作中，这些永不拓宽

的马路，也成了一代代人可阅读、可漫

步的美育启蒙，成为更多像吴斐这样的

人“喜欢上海的理由”。

吴斐：1962年出生于上海。 长期公

益带队阅读建筑，向中外人士宣传城市

历史文化。 2020年被评为上海市“建筑

可阅读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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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英：每一次的讲解，都让我更爱上海
“上海这座城市，越接近它、越触

摸它 、越走进它 ，就越能感受到它的

烟火气。 ”

———孙国英

提起上海，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

繁华。 浦江两岸高楼林立，江上游轮

日夜不停 ，璀璨灯光照亮夜空 ，一切

就像影视剧里呈现出来的那样富丽

堂皇。 “高大上”有时会带来距离感，

但在上海一隅，城市讲者孙国英正在

用一次次的鲜活讲解 ，打破这份 “高

冷”。 因为在她眼里，上海是一座充满

烟火气的城市。

在孙国英看来，自己拥有着“双重

身份”。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是地地

道道的上海人，但年少时期，她又随父

母一同前往了祖国的大西北， 直到大

学考回上海， 带着新上海人的视角再

次融入这里。

2019 年末，在“建筑可阅读、街区

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的指引下，孙国

英与同事们开始整理、 设计针对上海

的微旅行线路。他们走进大街小巷，了

解线路可行性， 将自己眼中的上海烟

火气分享给每一位参与的游客。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 通过

城市讲者的工作， 孙国英愈发感觉到

这 16 个字是真切的生活感悟。

上海的管理是包容的， 居住在这

个地方的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在线路设计初期， 孙国英担心会遇到

沿途居民的阻拦， 毕竟有些路线需要

走进里弄，难免会打扰到大家的生活。

但实际操作中， 她发现居民朋友都十

分可爱，聊上几句，话匣子就打开了，

还会主动邀请她到家里坐坐。 在考察

渔阳里时， 孙国英还遇见了居民自发

组建的研究保护协会， 他们热情地介

绍着渔阳里的过去和现在。 这种城市

主人翁的自豪感， 让孙国英真能感受

到上海这座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一砖

一瓦背后，是人的温度。

上海的管理是开明的， 它的发展

不仅抓住了传统的根， 更是让新鲜事

物有萌芽开花的机会。 南昌路是孙国

英带团讲解必经的一条路，1690 米的

路上，不仅有保存完整、精心修缮过的

旧时民居，还均匀分布着 40 多家咖啡

店，大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手作咖啡店，

散播着一种既古朴又时尚的气息。 游

客经过， 很容易被这份独特的生活气

息感动。只是走过一遍，就会让人有想

要在这里生活的欲望， 这是上海的魅

力所在。

喜欢上海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喜

欢生活。 无数热爱生活的人聚集到上

海，用自己的方式布置着生活，上海听

到了他们的声音，以热情相迎，以真挚

相拥，人与城的互相成就，在这里显得

尤为生动。作为这座大城市的一员，孙

国英未来也将继续讲述上海故事，让

更多人看见“魔都”的人间烟火气。

孙国英：1978 年出生于上海。 中

文高级导游、上海市巾帼英雄、上海红

色旅游“五好”讲解员、旅游微课堂讲

师。 入选国家文旅部万名旅游英才计

划———“金牌导游”培养项目。

马尚龙：穿越淮海路的四维空间
“密集的公寓群落里 ，几十年间

诞生过许多作家科学家……我喜欢

上海的理由 ，是道德 ，是修养 ，是科

学，是艺术，是自由，是需要张扬的人

类共同的进步。 ”

———马尚龙

作家马尚龙的另一个身份 ，是

“淮海路代言人”。 60 多年来，他无数

次走过这条路 ，写这条路 ，带着朋友

逛这条路。 他说：“闭着眼睛，我都能

说出这条马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

在马尚龙眼中，他深爱的淮海路

是“四维”的。

一维的淮海路， 是可以走走看看

的。 淮海路两侧排满店铺，但仍给行人

留出了许多空间。 培文公寓、 永业大

楼；光明邨、长春食品店 ；淮海坊 、逸

村；TX淮海、X11…… “荡马路要荡淮

海路”，一荡就荡了一百多年。

二维的淮海路，是可以细细品读

的。 那些被淮海路的气息所晕染的马

路———雁荡路、黄陂路、长乐路、瑞金

路 、南昌路 、复兴中路……随风飘散

的故事，被马尚龙一一悉心收纳。 有

人曾说马尚龙的头脑就像一部 3D 摄

像机 ，关于淮海路的一切 ，声光影全

息记录在案 ：白天的瑞金路 ，泰山文

具商店里的蜡光纸 、零拷墨水 、化学

浆糊唤起了向明中学老校友的集体

记忆 ；南昌路的夜 ，林风眠先生旧居

的二楼有盏电灯亮着，落在马尚龙笔

下是：“在余光里，还能看得到林风眠

江南烟雨中惬意作画，也看得到林风

眠大难临头时决绝撕画…… （南昌

路） 窄小幽暗自有窄小幽暗的情味，

尤其是有林风眠之‘眠’，诗化了南昌

路。 ”思南路又是不同的情形。因其前

身马思南路是以法国著名作曲家马

斯内命名，小提琴曲 《沉思 》的旋律 ，

就像配乐一般， 将这条马路

笼罩了起来。 时光交错，光影

呢喃， 其中有邵洵美、 郁达

夫、 陈望道的身影， 他们喝

茶 、吃水果 ，谈天说地 ，思南

公馆的客厅里彻夜灯明。

三维的淮海路 ，是可以

深深追问的 。 “为什么许多

人会认为 ‘南京路是全国人

民的南京路 ，淮海路却是上

海人的淮海路’？ ”多年的漫

游 、思考 、追问 ，马尚龙得出

独家结论 。 “以淮海中路为

主轴 ，伫立着上海最密集的

老式公寓 。 最初的居住者 ，

大多是医生 、教师 、演员 、职

员 。 ”马尚龙说 ，“他们是知

识阶层 ，对文明修养 、时尚

品味的追求 ，在上海领风气

之先 。 他们的气质 、情趣和

品味 ，影响着上海人的审美

观 ，同时也造就了淮海路与

众马路不同的格调。 ”

行文至此 ，不免要问第

四维的淮海路在哪里呢 ？

“我曾经和女作家顾惟颖有

过 一 次 关 于 淮 海 路 的 对

谈 。 ”马尚龙说 ，“我们谈着

谈着 ，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

我们看起来好像在同一条马路上 ，

但又绝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 淮海路

在我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中 ， 携带着

每一个人对她的独家记忆 ， 幻化成

了独一无二的那条路 。 ”这才知道 ，

第四维的淮海路 ，在记忆里 ，在成长

里，在追寻中，在爱里。

马尚龙：195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散

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著有《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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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正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
“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首批 11种面世，首度系统全面梳理在上海龙华牺牲的英烈事迹

因电视剧 《觉醒年代》 热播， 安眠

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陈延年、 陈乔年

等烈士的事迹 ， 感染了无数当代年轻

人， 许多 90 后、 00 后甚至自发前往英

烈们的墓前祭扫、 献花。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上， 像陈氏

兄弟这样血洒龙华的英烈有很多。 据统

计， 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的 171

位中央委员中， 42 人牺牲在黎明之前，

其中有 7位牺牲在龙华， 占了六分之一；

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委员 10人中有 8人

牺牲， 4 位牺牲在龙华； 其他曾在龙华

被关押过的革命者更是数以千计……作

为国民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著名英烈人

物最为集中的纪念地， 上海龙华烈士陵

园见证了爱国人士的铮铮铁骨。

昨天 ，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

织，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龙华烈

士纪念馆编写的 “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

书” 首批 11 种首发， 首度系统全面梳

理了沪上这处革命者纪念地的英烈人物

事迹， 致敬为真理上下求索、 为信仰奋

斗牺牲的革命先驱们。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也是见证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形成和发展

的光荣之城。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严爱云表示， 党成立之后， 党中央

机关长期驻扎在上海， 尤其是大革命失

败后 ， 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汇集上

海，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浴血奋战， 其中

不少革命先驱在龙华英勇就义， 他们

可歌可泣的故事， 正是伟大建党精神

的重要体现。

他们牺牲时大多数
仅二三十岁，是100年前
的80后、90后、00后

罗亦农、 杨殷、 彭湃、 陈延年、

赵世炎、 陈乔年、 林育南、 杨匏安、

张佐臣、 许白昊、 杨培生…… “龙华

英烈画传系列丛书 ” 首批聚焦的 11

位烈士中， 7 位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

3 位是中央监察委员、 1 位是中央候

补监察委员。 他们牺牲时大多数仅二

三十岁 ， 是 100 年前的 80 后 、 90

后 、 00 后 。 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和为

人民谋幸福， 这些年轻革命者坚持对

真理的坚定信仰 、 对理想的执著追

求 ， 面对敌人的屠刀 ， 他们大义凛

然、 威武不屈。

比如， 陈乔年在狱中早将生死置

之度外， 他托人转告党组织， 请求不

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 狱友桂家

鸿回忆说： “在乔年被关押期间， 敌

人多次对他进行审讯。 为了从他口中

掏出所需要的东西， 敌人使用了各种

残酷的刑罚， 企图逼迫他招供。 他虽

然被敌人打得体无完肤， 却从不吐露

一点党的机密， 始终顽强地同敌人作

斗争。” 有一次， 陈乔年被审讯后回到

牢房， 难友们见他又受了苦， 便同情地

安慰他 ， 他却毫不在乎地说 ： “没什

么， 吃几下耳光， 挨几下火腿， 受几下

鞭子， 算个啥！” 1928 年 6 月， 受尽酷

刑的 26 岁陈乔年被押走行刑前， 对狱

友们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

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牺牲时， 年仅

29岁，面对敌人的屠刀，兄弟俩都宁死不

屈、视死如归。 书中披露，陈延年临死时

异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

屈，并高呼“打倒反动军阀头子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虽被几个执

刑的士兵用暴力按下，但当士兵松手挥

刀时 ，延年突然一跃而起 ，故这一刀并

未砍着颈项，遂被凶手等按在地下用乱

刀剁死。 好友汪原放写过一首小诗，表

达对陈氏兄弟的追思 ：“枫林桥畔待车

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

斑斑点点在红旗！ ”

转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后，

彭湃也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 他想尽

一切办法在狱中宣传党的工作， 还和杨

殷一起高唱 《国际歌》 《少年先锋歌》，

歌声震荡在阴森凄清的狱所上空， 也震

荡在战友们心中。 原本凄冷的监狱再也

不是悲切的场所， 而成了点燃战斗到死

意志的沙场。 在这种舍生取义精神的极

大感召下 ， 有些狱友顿悟了 ， 感慨道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才是我们穷人的

正当出路”。

龙华英烈的革命生
涯，与上海这座光荣之城
紧密交织

“这些年， 我不止一次在龙华烈士

陵园一排排墓碑之间缓缓行走， 每一步

都是灵魂的洗礼。 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为

了民族的新生、 人民的幸福英勇奋斗、

慷慨赴死……” 从广东来到上海的彭湃

烈士孙女彭伊娜动情地说。 回首龙华英

烈的革命足迹， 很多人都与上海这座光

荣之城紧密交织， 渊源极深。

比如， 赵世炎1920年从上海出发去

法国勤工俭学；1927年牺牲在龙华。不久

前署名为 “一位来自新中国的青年”给

赵世炎烈士留下一封手写信 ：“你和那

群少年 ，走过了新文化运动 ，走过了红

楼，却再也没能走到飘着五星红旗的天

安门广场……” 当年少小离家的罗亦

农，曾独自无惧无畏闯到上海，认识了陈

独秀，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从此踏上革命

道路； 留学莫斯科、 到广州参加革命活

动、到北京组建北方区委党校，随后依然

重返上海，主持江浙地区的工作。也正是

转战到上海后， 彭湃开始注重党组织如

何在这座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

的城市，发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并作

出自己的革命贡献。

“在与百年前同龄人的对话中， 丛

书的编写者逐渐明白 ‘百年大党正青

春’ 的密码。” 在 《彭湃画传》 执笔者

赵菲看来， 写作这套画传就是追寻答案

的过程： “跟随烈士们的英魂重新走到

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 和他们并肩站在

‘生 ， 亦我所欲也 ； 义 ， 亦我所欲也 ’

的时刻， 接受灵魂的拷问， 感悟到舍生

取义需要多么大无畏的精神。”

“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 收录的

图片和史料或源自各地公开出版物及展

陈， 或源自英烈后代珍藏， 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叙写龙华英烈在风雨如晦中筚路

蓝缕的艰难寻路、 为中国革命披肝沥胆

的无畏与牺牲， 彰显早期共产党人救国

救民的初心。 业内评价， 作为党的诞生

地主题出版工程的最新成果， 该丛书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鲜活教材， 有助于

让读者更好地感受英烈精神和流淌在上

海的红色血脉， 彰显出上海红色文化品

牌的独特魅力。

“龙华

英烈画传系

列 丛 书 ”首

批 11 种 首

发 ， 首度系

统全面梳理

了沪上这处

革命者纪念

地的英烈人

物 事 迹 ，致

敬为真理上

下 求 索 、为

信仰奋斗牺

牲的革命先

驱们。

做好高校党建工作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精神
（上接第一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彰

显城市精神品格，发挥在软实力建设中的

独特作用， 更好展现上海高校与时代、与

国家、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气象。

李强指出， 要压实高校党建工作政

治责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加强对

高校党建工作的谋划、部署、推进、考核，

加大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力

度。高校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书记要当好

第一责任人， 校长要带头贯彻执行党委

决定，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把责

任落实到每一个院系党组织、 每一个支

部，层层传递压力、层层负起责任。 要健

全高校党建工作体系， 实现党的领导全

覆盖、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支

部建在最活跃的细胞上， 下更大力气把

党组织政治功能强起来， 围绕激发党员

兴趣、服务党员需求做强服务，搭建学习

成长阶梯，提供更多展示机会，切实解决

实际困难。 要扎实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

作， 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 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和阐释，推动深入

中国实际、 研究中国问题、 繁荣中国学

术、发展中国理论，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

研究高地。 要推进高校思政工作守正创

新，在引导师生“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上

持续用力，不断巩固成效、增强实效。 做

好“大思政课要善用之”的大文章，用好

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改革开放场景、 美好

生活景象。创新网络思政，使思政工作更

好联网上线、更加贴近青年。用身边的典

型影响人、教育人，让师生受到感染和激

励。 要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深

度融合，围绕重大战略实施、人才高地打

造、软实力建设，组织精锐力量，主动开

展对接，让更多创新成果、优秀人才涌现

出来，更好发挥智库作用、促进跨文化交

流、参与人民城市实践。

李强指出，抓好高校党的建设，推动

高校改革发展， 高校领导干部特别是党

委书记、校长要全面提高领导能力，更好

担负重任。 要增强把方向、 抓大事的能

力，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落实好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严格执行民主

集中制，自觉按制度和规矩办事，把更多

精力放在谋划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上

来， 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高校发展

难题， 更好释放创造活力。 要增强带队

伍、聚人心的能力，尊重人才、包容人才，

信任人才、用好人才，关心人才、服务人

才。要增强扬优势、塑品牌的能力，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把优势做优、特

色做特，办出精彩、打响品牌。要增强优环

境、领风气的能力，下大力气抓好师德师

风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培养营造，让大学

更好成为精神家园、展现精神魅力。

李强强调，全市各方面要重视、支持

高校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 谋划各项工

作要想到高校， 让高校更深度参与城市

发展，把高校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力

量。 支持高校发展要落到实处，及时研究回

应高校提出的需求，对涉及国家战略任务和

师生切身利益的事要实行政策聚焦、项目聚

焦，与高校加强党建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

育、文明共创、治理共治。各级领导干部要走

进高校，动员更多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

先进人物等到高校与师生分享人生追求、事

业价值，在互动中相互启发、收获启迪。

市领导郑钢淼、诸葛宇杰、胡文容、陈

群，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同济大学

校长陈杰出席会议。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

交通大学党委、 上海大学党委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 市有关单位、各普通高校、各民办

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