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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资源保
护

3 条“上海地区党的隐蔽战线红色路线”，漫步范围略大。但

因为总体上经过精心设计，而使得市民游客得以步行完成游程。

比如“线路 3”，主要涉及周恩来避难地（礼查饭店）、中央

特科武器存储处遗址、中共四大纪念馆、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

活动旧址、郑文道烈士牺牲地、李白烈士故居。主要集中在虹

口黄浦路、四川北路、武进路、黄渡路区域。而“线路 1”虽

说从位于静安区愚园路 81 号的刘长胜故居到位于黄浦区兴业

路 76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有一段路程，可通过地铁 14 号线，

二十来分钟可以到达。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共一大纪念馆，还是“玖园爱国主义

教育建筑群”等等红色资源所在地，每年都会迎来不少平生第

一次前来的孩子。他们有的本已对中国共产党有些了解，但未

必对具体的红色资源场所有了解；还有的从踏进纪念馆的一刻

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解……

怎样让新老参观者更有获得感？比如中共一大纪念馆每天

上午 8 点 30 分都有升旗仪式。记者了解到，6 月 11 日至 7 月 5 日，

每周二至周五的升旗仪式上，都有中共一大纪念馆特别准备的

精彩的红色文化展演节目，观众们可以通过拍照、打卡等互动

形式，获取优先入馆礼遇。“‘我到一大看升旗’主题教育活

动旨在通过在‘党的诞生地’看升旗、‘趣’打卡、‘@’一大、‘享’

参观等多种形式，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走进红色场馆，

感受上海红色文化的氛围与魅力。”中共一大纪念馆方面如此

表示，“未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以实际行动为全市扎实推进‘党

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贡献‘一大’力量。”

进一步的挖掘与呵护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红色

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重要精神标识，‘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它既包括重要旧址、遗址、遗迹、遗物、纪念

设施或场所，也包括重要档案、文献、声像、照片资料等；既

包括英烈模范人物和集体形象、事迹等，也包括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文艺作品、口述历史、红色地名等具有代表性的其他资源。”4

月 29 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中如此解读红色资源。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苏智良看来，上海红色资源之丰富，许多街区、建筑，

隐藏的故事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也就是说，上海的红色资源并

不是说已经全部挖掘，而是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徐汇区天平街道，我们发掘了好几处鲜为人知的红色

地标，比如嘉善路钱壮飞旧居。我们深入研究后发现，钱壮飞

一家在这里待了好几年，有一些革命者就住到他家去。解放后

这些人有回忆，后来他到南京去了，他的夫人带着孩子就住在

这里，顾顺章叛变的时候，他夫人遭遇了危险，也是在这个地方，

最后安然脱险。所以我们如今把这些地方找到是很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去走走，去看看，去想想，

缅怀先烈，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近日，苏智良应邀到徐汇

　　上海红色资源之丰富，许多街区、建筑，隐藏的故事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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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顺里4号（今嘉善路117弄 24号）是钱壮飞烈士的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