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中国共
产党从这里诞生。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前往瞻仰。总书记久久凝视，动情地
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
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时隔近百年后，这个中国革命的原点依然闪
耀着指引未来的光芒。无数人前往参访拜谒，红
色基因代代传承。

信仰的力量跨越时空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陈列着陈望道先生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他爱党
爱国、追求真理，留下了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陈望道
先生的儿子陈振新回忆道，父亲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对党的事业的追随是无比坚定的，“每每想起
父亲把墨汁当红糖吃的情景，我自己也仿佛尝到
了真理的味道。”

陈望道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25 年。1977 年，
用手中之笔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陈望道与世长
辞。后来，复旦大学成立陈望道研究会，陈振新
加入其中，并向全国的青少年宣讲父亲的伟大一
生和共产主义信仰。

陈振新说，“我父亲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只
有 29岁。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为
国家做出贡献，使国家越来越强大。我有责任把
父亲的信仰和故事，讲给当代年轻人听。”

传承革命前辈红色基因的故事，在上海还有
很多。

俞秀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1962年被追
认为烈士。

俞秀松的儿子俞敏，一直从事青少年党团史
的教育工作。上海市渔阳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他每月都在这里宣讲
父亲的故事，以及父亲那一代年轻人的家国担当。

2019 年 8 月 23 日，《绍兴日报》 整版刊发了
《俞秀松：东南西北家国情》特别报道，以及俞敏
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当年的誓言，今天实现了》。
俞敏在信中深情地写道，“父亲，您百年前的誓
言，要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有饭吃，中国做到了。
您百年前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今天实现了。”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参观者给俞敏留言：
您的讲解生动再现了俞秀松壮怀激烈的革命人
生，从他的艰苦奋斗岁月中，我更加体会到新中
国的来之不易。

“父亲血液中流淌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心中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这种
信念，跨越时空，永不过时。这条路，我们要一
直走下去。”俞敏坚定地说。

红色文化绽放时代光芒

在建党100周年的今天，如何在当代青年中实
现红色基因和文化的传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二大会址纪念馆和四大纪念馆作了很多创新
探索。

推出线上视频、云端党课等，创新红色文化
传播方式，让观众足不出户获得精神食粮。疫情
防控期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
馆推出“云体验”系列直播 《博物·在看》，通过
历史情景再现、纪念馆现场体验等，讲活历史故
事、用活红色资源，从不同视角展现上海的红色
文化基因，得到网民广泛好评。纪念馆还将系列
直播内容进行二次创作，丰富红色数字文化资
源，提供红色文化的在线“体验式教育”。

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也积极创新
讲解形式，开设了《红色筑梦·四史现场讲》系列
视频微党课，网络总点击量超过 1000 万人次。展

示馆还专门拍摄 MTV，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
扩大传播力、影响力。

借助网络平台走近青少年，推动红色文化传
承。2020年 5月，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入驻 B 站、
抖音等时下热门网络平台，推出“力量之源·红色
100”专栏，通过“微剧情+小故事+短视频”等多
样化的传播形式，让青少年了解中共四大的召开
背景、主要成果及历史贡献，从而认识到红色政
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来之不易。

结合中共四大首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的历史
背景，2020 年 9 月，中共四大纪念馆发布以馆内

“工农联盟”主题雕塑为原型的 Q 版人物设计盲
盒。盲盒形象共 5 款，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学
生、军人、妇女。“我们希望以时下受年轻人欢迎
的盲盒产品，结合纪念馆重要艺术品，让党史知
识和文创作品相结合，让历史研究和实践工作相
结合，引导青少年更好地学习党史，了解中共四
大和党的诞生地故事。”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
表示。

“走出去”开展全国巡展。2020年 7月起，一
大会址纪念馆、二大会址纪念馆和四大纪念馆先
后在上海、广州、井冈山、南京举办“初心之地
红色之城——上海·党的诞生地巡展”，撷取馆内
精华，精心挑选 300 多张照片，分“伟大开端”

“崭新局面”“力量之源”等部分，传递上海的红
色记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之魂。

稚真童音讲述红色故事

上海每年都会接待众多红色文化参观者，其
中未成年人占 10%左右。为了让中小学生听明白
解说内容，各红色文化纪念地都创新推出了实用
妙招。

从 2019 年起，一大会址纪念馆策划推出了
“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
动，组织江浙沪三地中小学骨干教师引导带领学
生对建党故事进行再创作，让获奖者在纪念馆担
任少年志愿者 （讲解员），用稚真童音诠释和传播
红色文化。

来自上海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少年志愿
者胡凯文告诉记者，“在为同龄人讲解红色故事的
过程中，我第一次发现，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
言》 时误将墨汁当红糖吃的故事那么生动、深
刻，那个年代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遥远。了解那
段历史后，我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信仰。”

胡凯文的父亲非常支持他担任少年志愿者：
“红色的记忆，从老一代党员传给新一代青少年，
很有意义。”

在复旦大学 《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由 30 名
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党员联合组成党员志
愿服务队，年均讲解700多场。

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90后”李亚男讲述了
他讲解时的一段经历。2019 年暑假，几位妈妈带
着一群 10岁左右的孩子来到 《共产党宣言》 展示
馆参观。刚进展馆，孩子们有点吵闹。听了李亚
男讲述的一段段感人故事，他们慢慢地安静下
来，瞪大眼睛沉浸其中。后来，一位孩子的妈妈
还发微信告诉李亚男，小朋友回家后写了参观日
记。“我相信，讲解已经给他们埋下了一颗红色基
因的种子，启发着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李亚男
自豪地说。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
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
信中表示，“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
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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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
（复制件）。

图②：2019年中共四大纪念馆
举办“为国旗而歌”系列活动。

图③：《共产党宣言》1920 年 9
月版。

图④：《共产党》月刊创刊号。
图⑤：《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图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外景。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

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
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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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城，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风
云，绕不开上海，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
运的百年征程自此启航。

在这座城中，探寻孕育中国革命火
种的红色原点，又绕不开渔阳里。

繁华热闹的淮海中路上，曾经的霞
飞路新渔阳里 6 号 （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 坐落于此，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今
南昌路 100弄 2号） 与之毗邻。一条不宽
的石库门弄堂，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历史
必然：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有共产主义
色彩的青年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还有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陈
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
译本在这里校对；位于老渔阳里2号的陈
独秀寓所，成了 《新青年》 编辑部及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中心，也是中国
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对于老渔阳里 2 号，74 岁的上海市
民赵文来再熟悉不过，这里是他曾住过
40 年的地方，其间，从五湖四海专程前
来学习探访的人，多到老赵也数不清
楚。“要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走向民族振兴的伟大征程，
必须先要知道渔阳里。”为了学习更多
红色历史，老赵加入了渔阳里历史文化
研究会，常同参观者交流在此发生过的
革命事迹。“我有幸住进了这幢意义非
凡的百年老屋，也要为守护好红色历史
尽一份力。”2018 年，老渔阳里 2号被列
入革命遗址保护项目，赵文来夫妇从此

迁入新宅。如今，修缮后的老房子已对
外开放。

紧邻老渔阳里2号的兴业路上，同样
在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里，曾酝酿
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开幕。参加一大的
代表中，年龄最大的 45 岁，最小的 19
岁。与会者平均年龄28岁。

烽火 28 年，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
势。石库门建筑中立下的报国之志，大
浪淘沙，历久弥新。

“小时候，我常从这座饱经沧桑的石
库门建筑前经过，这里的一砖一木早就
印在脑海里了。”王钦庆是第一届上海红
色文化创意大赛一等奖作品“初心锁”
的设计者之一，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见
证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3次党代会的
召开，也给了他诠释大赛主题“不忘初
心”的灵感：参考建筑门框设计锁的外
形，开锁密码设定为每次党代会召开的
时间。“红色文创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是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故事的
一种有效方式。”王钦庆说，希望“初心
锁”能带人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红旗飘扬，
一大会址让人行至此处不由心生肃穆；
会址西北处，淮海路新天地商业区比邻
而居，一片时尚与繁华。

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渔阳里，正在日
新月异的发展中，走向“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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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 新天地
本报记者 林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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