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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屠瑜）自“党的

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启动以来，
上海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利用好红

色资源、打响“红色文化”品牌的工
作和措施，重点推进“一馆五址”保

护利用。建设中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计划于今年 4月底项目竣工，5月

起试运行，7月 1日前正式开馆。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将

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
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建展馆总建

筑面积约 9600平方米，包括基本陈

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务中心等服
务设施。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平方米，较此前老展厅建筑面
积（近 1000平方米）大幅增加，展厅

将布置“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

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该展览以

“初心使命”贯穿全篇，通过序厅、
“前仆后继、救亡图存”“民众觉醒、

主义抉择”“早期组织、星火初燃”“开
天辟地、日出东方”“砥砺前行、光辉

历程”和尾厅共 7个板块，综合采用
文物实物、图片图表、动态视频、油画

雕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多种

手段，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
程，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上海

的革命实践。各类展品超过 1000

件，其中实物展品 600余件。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

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
分别于去年 7月 1日和 10月 1日

完成文物修缮和临展布置，《星火

初燃———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
列》《白色恐怖下红色中枢———中

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
1931年）史迹陈列》均已对公众开

放。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于 2019

年底完成文物修缮，中央于去年批

复同意在该址建设中共中央军委机

关旧址纪念馆，现正在全力推动展
陈设计的策划布置和展陈内容的报

批审核。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
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正

在进行文物修缮和展陈策划。
此外，上海以发掘宣传工程为

引领，完成修缮团中央机关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毛泽东

旧居、张闻天故居等；建成开放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
物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

道旧居）；启动中共一大会址、二大
会址文物修缮，中共四大纪念馆改

陈；实施龙华革命历史纪念地保护
利用展示及功能拓展项目；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旧址陈列馆、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纪

念馆、上海解放纪念馆、国歌展示馆
等场馆完成改陈并对外开放。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
（博文女校）、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

办事处（周公馆）旧址成功申报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四

大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根据 2020

年的复核统计，全市自 1919年五
四运动到 1949年上海解放，现共

存各类红色资源 612 处，包括旧
址、遗址 497处，纪念设施 115处。

去年，上海进一步推动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的机制建立和法治供

给，启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
作，推进颁布《上海红色资源传承弘

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暂名）》。建立市
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

议，推动全市红色资源的综合保护

利用。依托“学习强国”，策划建设上
海红色资源宣传教育新媒体?用平

台，今年 6月拟推出 1.0?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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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岁老建筑见证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七个“第一”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修旧如故打造新体验

■ 馆内播放的动画视频将作调整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中共一大纪念馆效果图

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

    为迎接建党百年，去年 11月 16日，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开始闭馆修缮，优化
展陈。

这座 106岁的老建筑，历经风雨沧
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七个“第

一”。未来，修缮一新的她将以怎样的面貌
迎接参观者？近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了文物建

筑如何“修旧如故”，空间布局、展陈形式
和部分展陈内容如何优化调整。

整体修缮，修旧如故
中共二大旧址位于老成都北路 7弄 30

号，始建于 1915年，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

民居。这幢文保建筑拥有多重身份：除了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旧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央局成
员李达的寓所，同时也是最早的人民出版

社编辑部旧址和平民女校旧址所在地。
据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

副馆长尤玮介绍，此次修缮是“整体修

缮”，也就是对二大会址、平民女校原址及
其所在建筑都进行修缮维护保养。此

前，整体修缮方案已通过市文物局评
审。目前，一期修缮已经开始施工。

据介绍，修缮工作严格遵循“修旧如
故”的原则，一期工程主要包括外立面清水

墙风化严重部位、大门门头线脚风化及严重
损坏部位补缺，局部墙面修补以及木门重

新刷漆等饰面修补工作。项目施工在选
材、工艺方面秉持匠心，按照传统的材料

及工艺对建筑进行维护，完全保留了建筑
的历史面貌。

以二大会址的木地板为例，因为二大
会址所在建筑处于洼地，低于地平面，受

潮是难免的。此次修缮，就专门对地板防

潮做了优化，加厚了最底部的水泥层，增
加了防水层和透气管。

调整布局，提升展陈
中共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

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事业进入

了一个崭新阶段，也留下了党史上的“七
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
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

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

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
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据尤玮介绍，此次闭馆除了修缮保养

外，还将对纪念馆的部分空间布局、展陈形
式以及部分展陈内容进行调整优化。“运用

更新更好的技术手段，将展览内容与我们的
石库门风貌结合起来，既有现代感，又有历

史感，让历史有温度，让故事有情怀，更好地
讲好党史故事。”目前，展陈设计方案经党史

专家、展陈专家多次论证，已基本确定。
比如，在优化场馆空间布局方面，将重

新布置序厅宣誓区陈列，突出仪式教育规
范性与神圣感，同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呈现

原址二楼区域；在优化展陈形式方面，将调整
部分展项，以凸显“石库门里的纪念馆”这一

理念，还将增设油画展项，增强展览艺术性。

两馆五址，四大项目
除了二大旧址和平民女校旧址外，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下辖中共中央军委

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秘书处旧址、中共中
央特科旧址等重要红色遗迹。

尤玮告诉记者，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正在根据“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积极落实静安区“红色遗址保

护、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品牌打造”三大行
动，围绕“两馆五址”+“四大项目”，以实际

行动迎接建党百年。
去年 8月，中共中央已批复同意建设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并对原展

陈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中共中央军委机
关旧址纪念馆新馆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目前，“军委馆”展陈调整大纲已经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多家单
位权威专家审读指导并修改定稿，未来，

“军委馆”将以全新面貌向参观者呈现“风
雨经远里，军史丰碑地”的光辉历史。

中共中央秘书处旧址展览也已在筹
备之中。展览将运用图文资料、观众互动、

情景演绎等多方位展示，再现中央秘书处
从大革命失败至 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

革命根据地，前后 5年多时间里，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据尤玮介绍，秘书处旧址展览的开展

仪式上，将计划用首演形式代替传统的首
讲。“首演内容在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将给观众带来身
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展体验。比如扮演当年

的秘书处隐蔽战线同志的工作人员，会挎

着香烟篮，口中吆喝着叫卖声，参观者进
门得先对暗号，不然可能进不了门。”尤玮

表示，这样的情景参观、剧场演出和交流
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就是为了让观众亲身

体验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和恶劣的革命
环境，感悟隐蔽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

与奉献。 首席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