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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夜上海
越夜越精彩

    八 小 时

之外， 大好休
闲时光， 兜兜

逛逛、 看戏听
歌、运动健身、

血拼美食。 引
领时尚， 廓清

风气， 更多精

彩， 尽在新民
夜上海！

    暗 流 涌

动，去留徘徊，

默默潜伏，坚

持斗争。 在那
个每分每秒都
扣人心弦的年

代， 我们历经
漫漫长夜，用

行动与信仰迎

接黎明。 阳光
照耀， 步履坚

定，虽有困惑，

斗志昂扬。 在

这个每时每
刻都有惊喜

的新时代，我

们直面前路，

用勇气与初

心点亮未来。

东方欲晓，日

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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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搭乘地铁来到江苏路站 4号出口，漫

步游就从一处老房子开始。江苏路 389弄 21号，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1947年 5月至 1949

年 5月间，这里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派驻上
海，管辖上海、长江流域、西南各省以及平津地区

党的组织和工作的秘密领导机关。为了上海解
放，刘晓、刘长胜、张执一、钱瑛等革命先贤都在

这里展开过艰苦卓绝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
如今，这里已是对公众开放的纪念展厅，详

实丰富的史料、复古考究的陈列，瞬间让你回到

70年前那些共产党人的潜伏岁月。在当时那个

风云诡谲的年代，地下党多以私人民宅为据点，
以社会身份作掩护，搜集情报，组织开展第二战

线工作，巩固党的秘密战线。来到二楼的展厅，泛
黄的相片、生锈的老式风扇、旧式的一桌一椅，

复刻出那时的光阴荏苒，这里曾是方行、王辛

南夫妇居住的地方，王辛南负责上海局机要电

报的传递、房屋及有关社会方面的事项，方行负
责几位领导同志交办的事宜和保管党的经费，确

保党的地下工作顺利开展。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街头巷尾欢呼雀跃、红
旗飘扬。文学大师巴金一语豪情“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
的”，道出了多少人的心潮澎湃。70年后的今天，看着浦江两
岸的灯光璀璨，看着城市街头的绿树成荫，看着年轻一代的
朝气蓬勃，或许我们已如先辈们所愿，拥有锦绣年华。

你可曾想过，再去沿着旧时的弄堂寻找他们的足迹，走
进洋房阁楼揭开尘封的岁月，假如你是一名历经战火的解放
军战士，假如你是一名潜伏已久的地下党员，时光穿梭，记忆
交错。从 1949 年到 2019 年，漫步在愚园路的梧
桐树下、漫步在宁静的华政校园里，一天的
时间却好似看尽了 70 载的风雨历
程，砥砺前行。

    沿着愚园路一路走到中山公园，伴着

广场舞歌声，你看到大家脸上洋溢的灿烂

笑容，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或许此时
的你更懂得“来之不易”的含义。在公园绿

荫深处，有一座砖红色展馆，这便是上海凝
聚力工程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

海近 20年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看
到和平年代、困难时期共产党员的担当与

责任。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经
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

群众生活出现困难，当
时华阳路街道党员、干

部以为民解难、为党分

忧为初衷，创造了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

主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不同的时代，我们会
遇到不同的困难，需要党员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使

命。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就走进去浏览一幅幅
照片、一件件实物，你会更加生动地了解上海城

市发展的巨变以及这背后所蕴藏的努力与汗水。
凝聚力博物馆门口的《凝心聚力》雕像吸引

了很多参观者。一日漫步的终点，是从公园的北

门出口，来到华东政法大学校园的交谊楼，这是
解放上海的第一宿营地。5月 27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上海地下党领导
刘长胜等在此胜利会合；5月 28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正式成立。黎明终于到来，红旗开始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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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至暗潜伏

觅初心·时代英雄

看今朝·锦绣年华

■ 路易·艾黎故居

■ 华东政法大学

交谊楼

    5月 17日起，长宁

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
春秋旅游推出“微游长

宁·精品文旅”8 条文旅
线路：

1. 迎接黎明———纪
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上

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中

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施蛰存旧居、钱学森旧居

陈列室、愚园路历史名人
墙、愚园公共市集、路易·

艾黎故居、《布尔塞维克》
编辑部旧址、交谊楼

2. 博物馆之声
3. 孙宋的上海故事

4. 艺海拾珠
5. 邬达克在上海

6. 苏河寻音夜
7. 非遗手作之旅

8. 穿梭时光

（具体线路及报名方
式可关注新民夜上海）

    不宽的愚园路，却有很长的历史，很多

的仁人志士在这里留下足迹，走进愚园路

历史名人墙，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钱学

森、施蛰存、傅雷、白杨、祝希娟等众多名人
在此留下印记，在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但

需要你稍微停下脚步，沉下心去阅读他们

的故事，找寻时代的足印。
历史名人墙对面的岐山村，就是导弹

之父钱学森的旧居，1947年钱学森留学第

一次回国便和父亲相聚于此。钱学森的父

亲钱均夫则从 1934年至 1956年间一直居
住在岐山村。2013年，钱学森旧居对外开

放，在长宁区及江苏路街道的倡议推动下，
这里的老房子有了居民守护者，为每一位

参观者讲述这位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奋
斗历程，讲述他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比起钱学森对于我们的耳熟能详，不远处的

路易·艾黎故居倒是鲜少听说。很幸运，在门口遇
到了路易·艾黎故居的守护者陶勇老师，他详细

地介绍了路易·艾黎的故事，这位新西兰人时任
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他参加了上海第一

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
了联系。在 1932到 1937年间，他就居住在这幢

英式双开的三层楼房里，在楼顶架设电台与红军

保持联系，多次掩护革命志士，帮助中共地下党

的活动，往昔的故事总是能让你留下深刻的记
忆，在那个大时代的浪潮中，每个人或许都是时

代的弄潮儿。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国际友人，无论是志士还
是文人，就如愚园路历史文化名人墙上所呈现

的，他们为上海解放历史的画卷上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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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 李斌 摄

■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左奇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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