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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
方。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专程瞻仰这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圣地，回顾建党历史，重温
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向全党发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厚的建党历史资源，全市保存完好的革
命遗迹多达 440 处， 其中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重要旧址 24 处，仅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藏品就多达 10 万余件。 这些红色资源，印证着中国共
产党梦想起航的历史必然，更是能给予我们强大勇气和力量、激励我们不
忘初心永远奋斗的特殊财富。

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让红色资源串点成线， 为
红色文化立根铸魂， 把上海打造成彰显建党初心、 弘扬建党精神的红色
高地，使之与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起，共同组成中国红色文化的
主脉，对上海而言， 这是一项特殊而神圣的任务。

上海历来重视革命史迹的保护工作， 近年来大力加强对红色资源的
保护利用，通过推动实施“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深入
发掘保护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资源，积极推动整合红色资源，使
其中的红色基因得到深入挖掘、充分激活、广泛传播、代代传承。

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兴业路 76 号）
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建

筑，坐北朝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30 日

在这里举行，来自各地的 13 位代表出席会议。 这次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1952 年中共一大会址作为上海历史革命纪念馆开放。现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0 年毛泽东寓所旧址（安义路 63 号）
1920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来沪领导湖南在沪学生驱

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居于此地。 此处旧址是一幢

两层楼砖木结构沿街旧式店房建筑。 在沪期间，毛泽东

参加南市著名的半淞园会议， 建立湖南改造促成会；为

《问天》《湖南》杂志撰文；7 月上旬，返回长沙。 2013 年 12
月 26 日，该处经修缮后设立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现

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思南路 73 号）
1946 年 6 月—1947 年 3 月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

代表团在上海设立办事机构。 办事处是一幢三层楼房，
底层有警卫室，一楼是会客室，二、三楼是办公室和工作

人员宿舍。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楼，后迁到三楼。
国民党在周公馆附近布置了大量特务，工作环境十分险

恶。 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 年 3 月，代表团被迫

撤回延安。该处经修复后，建立纪念馆，于 1986 年 9 月对

外开放。 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淮海中路 567 弄

渔阳里 6 号）
1920 年 8 月 22 日， 陈独秀倡导在此成立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于此开设“外国语学社”，刘少奇、
任弼时等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来“外国语学社”学
习，并先后赴苏联学习。 1921 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此处为团中央机关。 1920-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个通讯社(华俄通讯社)也是在这里建立并开始编辑

发行工作的。 2004 年修复后设立纪念馆对外开放。 现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着力打造红色高地，守护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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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起航

荩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云南中路 171-173 号）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并从武汉迁移到上海租界。

中共六大后，1928 年夏到 1931 年 4 月，这里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办公地。 一些全国性的

重大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纠纷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

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这里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荨中共四大纪念馆（四川北路 1468 号）
1925 年 1 月 11—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东

宝兴路 254 弄 28 支弄 8 号召开。 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

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作

了理论、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此处毁于“一·二八”淞沪抗战。 2011
年选址四川北路 1468 号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 年 9 月 7 日正

式开馆。 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荩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浙江北路 118 号）
1923 年 ６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 31 号召开。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回产业工人集中、交通联络方便的

上海， 先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在闸北公兴路与香山路路口的三曾里 3 号租了一幢

两层楼房，作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1923 年 7 月至 1924 年 6 月期间，这里一直是

中央局机关的秘密办公地。 1932 年，原建筑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毁，具体位

置在今天临山路象山小区 202 号-204 号一带。 2006 年，原闸北区在浙江北路 118
号辟建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用于党史和爱国主义宣教，并于 2007
年 2 月正式建成，对社会免费开放。

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
1922 年 7 月 16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老成

都北路辅德里 7 弄 30 号内召开，出席代表 12 人。 此处当年是中

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

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中共二大通过宣言、党章和 9 个

决议案；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

主革命纲领。 2002 年 6 月 30 日，原址建立纪念馆对外开放。 现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