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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到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

委员会组织编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岁月留

影———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一书，读罢掩卷，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此书追寻了民革在上海建筑

中的历史痕迹，系统整合了民革早期的活动场所、

人物故居等建筑的历史记忆，具有极强的学术创

新性。诚如一位民革前辈所说“新书探前辈之清

芬，咏世德之骏烈，民革的人文特色定能薪尽火

传，宣风声于不泯”。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周年，也是民革

上海市委会成立  周年，笔者未得亲历，却一直

在诸位前辈身边耳濡目染。值此重要时刻，新书

《岁月留影———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以老建筑

为视角，再现了上海民革  年的发展历史，讲述

了建筑背后的民革前辈们不懈奋斗的故事。

回望民革历史，许多前辈先贤、仁人志士都曾

将上海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地。孙中山先生、宋庆

龄先生、黄兴先生、何香凝先生、朱学范先生、冯玉

祥将军……无数前辈在上海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该书以上海老建筑为线索，以

  个故事串珠成链，带领读者开启时空之旅，在

时光的隧道中管窥民革前辈“上下求索”“心想光

明”“矢志不渝”的心路历程。全书文图相间、资料

详实、史实准确、故事精彩，一读便难再释手。

笔者读书后旋即按图索骥，参考随书附赠的

《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        地图》实地探

访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孙中山行馆旧

址、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黄兴旧居、宋庆龄陵

园等地，通过实地阅读这些老建筑，透过斑驳树

影，重温民革前辈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回顾他们

在上海工作与生活的温情点滴。通过走访，追寻民

革前辈的足迹，感悟家国情怀，从中体会初心、激

发热忱、汲取力量。书中所述既是上海民革的发展

史，也是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史，不仅承载了历史

的厚重与深沉，还融合了现代的繁华与明快，为学

习和了解民革党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让民革

党史从抽象的记载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过往。

站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门前，想起中

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

者亡”的教诲。不觉已是百余年，一股使命感油

然而生。

重访上海孙中山行馆旧

址，不禁默诵：“余致力国民革

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

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

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

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

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

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

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

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

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百年遗音，言犹在耳，须臾不敢忘。

徘徊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和宋庆龄陵

园，想起先生说的：“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力量把各

阶级各党派团结在一起，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真正

独立、真正民主的中国，同时，妇女也将得到解放，

在一切方面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今天已经可

以告慰先生，大体得以实现。

初次踏进黄兴旧居，感受“苍松翠柏，名贵花

木，浓荫覆盖，绿草如茵”，想到先生在此留下遗

言：“吾死汝勿泣，留此一副急泪，为他日苍生哭，

则吾有子矣。”不禁为先辈的丰功伟绩和超脱世

外泪目。中山先生挽联云：“常恨随陆无武，绛灌

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

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令

后辈对两位先辈的伟大革命友谊感动，武康路

   号的黄兴旧居不仅见证了辛亥革命两位领

袖的伟大友谊，而且铭记了一位忧国忧民中华儿

女最后的   日。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岁月留

影———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一书确为笔者指

明了一条追寻民革先辈足迹和故事的道路，通过

阅读和实地探访，笔者追忆起血雨腥风中，无数民

族精英视死如归、前赴后继，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

未来奋斗、搏杀，至死不渝的画面。经历了炼狱般

的考验，五千年的古老民族终于涅槃重生，如喷薄

而出的朝阳照亮东方。

先辈们以一颗颗赤诚之心，真正把个人的命

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看作了一体：他们希望自

己的民族向着光明前进，而不是继续向黑暗腐朽

中堕落；他们希望自己的人民有更好的未来，不

再忍受衣衫褴褛、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希望自

己的国家独立而强大，彻底扭转百年来任人欺辱

剥削的悲惨命运。在这样的崇高理想之下，他们

放大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如同晨露汇入江海，如

同星光化入朝阳。百年一瞬，岁月如梭，江山无

恙，人民安康———当下不正是前辈们梦中的中

华？然而，民族复兴，道阻且长，《岁月留影———建

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让笔者从历史中读懂来

处，从人物中看到人性，从故事里悟道知去处，从

建筑上感怀真精神。

薪尽火传，宣风声于不泯
读《岁月留影———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有感

《岁月留影———建筑中的上海民革记忆》以精选的上海建筑为主

要载体， 用空间和文史作品带领读者重走民革前辈在上海的心路历

程。 全书分“上下求索：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夕”“心向光明：抗日战

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矢志不渝： 改革开放至今” 三大篇

章，从时间脉络上梳理上海民革 70 年发展轨迹。 每一篇章又涉及爬

梳历史事件来龙去脉、考究的历史细节、完善的人物小传 、探查与近

代社会史的关联等，视角多元而立体。 在挖掘上海民革的历史

与文化资料基础上，重现鲜为人知的风云往事：孙中山行

馆等建筑，栉风沐雨，庄重而立；民联地下联络站等建筑，旧颜已改 ，

红色基因仍存；有些已消弭于历史长河的建筑，以雕塑、公园、道路等

方式再生。 书稿以建筑的独特视角串联起历史事件、人物生平、民革

历史、上海历史，所选史料真实可考，生动还原历史场景，部分内容出

自亲历者之笔或前辈后代之口，细节丰富，情感真挚，可读性强。 特为

本书稿创作的建筑插图亦增加不少艺术气息， 更突出上海的城市特

色与历史质感。

本版刊登叶晨撰写的书评，作者系上海民革党员。

2025年7月23日~7月29日

◆叶晨

新书推荐

推荐点评：

巫蛊是一个迷。很多人听说过它，但没有见过

它；见过它的人，又不愿向外界透露。摸到巫蛊的大

门尚且不易，想要研究巫蛊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学

家邓启耀，  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巫蛊现象与文化的

研究，爬梳历史文字、遍访巫蛊实例，甚至亲身“试

蛊”。从半坡遗址地基中考古发现的儿童人牲，到《汉

书》《资治通鉴》中死者数万的汉武帝巫蛊之祸；从怒

江大峡谷中怒族巫师的祭祀祛灾仪式，到大城市里

自称中蛊者的三年治蛊个案。本书从多方面梳理了

“巫蛊”这种非常态的精神状态和群体迷乱，以及其

背后潜藏的深层次问题。

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梳理的基础

上，本书详细介绍了巫蛊的各类案例，充分展示了巫蛊

的制作、转移、辨识、破解、刑律等方方面面，并附有大

量图片。本书也展示了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泛巫术心理，

如石狮子、 字车牌等，还对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巫蛊话

题做了追踪和分析，显示出巫蛊并不是遥远的猎奇，只

存在于蒙昧的历史中，也在当下活生生的现实中。

邓启耀，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退休后任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非

文字书写的文化史》《佛性如风：中国佛教艺术研究》

及民族服饰系列著作等。

书
名
：
《巫
蛊
：
中
国
文
化
的
历
史
暗
流
》

作
者
：
邓
启
耀

出
版
社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推荐点评：

钱越借越多，真的会崩吗？桥水基

金创始人瑞 · 达利欧研究了过去    

年里   个货币市场的“钱荒”，发现欠

债这件事其实有个固定剧本：先借钱

爽一把，再泡沫上天，接着崩盘、救市，

最后重来。

达利欧指出，债务是全球系统性危

机的“症结”所在，结合   多年的全球

投资实践，他在书中阐明了影响未来的

“五大力量”———债务  信贷  货币  经

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

序和混乱周期、自然力量、科技力量。达

利欧搭建了一套应对“大债务周期”的

框架，并提供客观且具体的解决方法，

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企业家、投资者，以

及每个身处时代洪流的个体，掌握不变

的原则，应对永恒的变化。

瑞 · 达利欧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中

产阶级家庭，  岁时在自己的公寓内

创办了桥水基金。经过   年的发展，

桥水成为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

位列“美国最重要的私营公司”榜单第

 位（《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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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兴旧居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