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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 景点连点成片红色

百年上海松江 文化底蕴深厚
    “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元朝时期，松江一带是

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有着“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历

经数百年而不衰。游走上海松江区，可体会这片土地深厚的

文化底蕴。

因漕运而兴的松江仓城有着近 500年历史，古建筑聚集成

片。“东到华阳西跨塘”说的是古城松江的十里长街中山路，仓

城位于长街西段，因域内建有明代漕运粮仓而得名。西林禅寺

位于松江华亭老街西端北侧，初建于唐咸通十三年，迄今已

有 1140余年历史。院内有建于宋代咸淳年间的圆应塔，俗称

西林塔。方塔园以国家级文物宋代方塔为中心，四周是古式

建筑群，有上海乃至全国最古老、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大

型砖雕艺术珍品———明代大型砖雕照壁。颐园位于松汇西

路 1172号的上海市第四福利院内，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为布商沈氏宅园，是上海现存最小的迷你园林，享有“上海

十大名园”的美誉。唐陀罗尼经幢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地

面建筑，位于松江区中山小学内，建于唐大中十三年。唐

经幢由大青石雕刻垒砌而成，现存 21级，高 9.3米，幢身

8面，刻有《尊胜陀罗尼经》全文。 庞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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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之丘”位于上海杨

浦区滨江南段，是由宁国路

码头附近的烟草仓库改造的

建筑空间。这座建于 30多年

前的六层钢筋混凝土框架板

楼，经过精心改造，变成了具

有浓郁工业风的网红打卡地。

烟草仓库朝向江岸和城

区一侧的建筑进行了切角处

理，从顶层开始以退台的方式

在两个方向上降低压迫感，形成

层层靠近江面和城区腹地的姿

态。设计师利用烟草仓库北侧规

划绿地延伸城区一侧的退台，形

成缓坡，接入城区，坡上覆土种

植，建设公园，坡下布置了停车和

其他基础服务设施，游客能够平缓

地从城区走到江岸。迎着江风，漫

步“绿之丘”，遥望远处的杨浦大桥，

轻松惬意，身心愉悦。 郝文

徐珂编著的《清稗类
钞》是近代学者编著的最
大最有名的丛书，多次重
印并被广为引用。徐珂晚
年居住在位于上海长宁区
华山路 1220 弄的范园。

《清稗类钞》汇编野史
徐珂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州人。徐珂是大学问家，光

绪年间举人，曾官至内阁中书。徐珂赞同变法维新，戊戌变

法失败后返回老家杭州。
1902年，徐珂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任编译所编辑，

是《辞源》的主要编辑之一，著有《可言》《纯龙馆词》《天足考
略》等。然而 1917年 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清稗

类钞》才是让徐珂闻名文坛之作。《清稗类钞》是清代 268年

间各种朝野轶闻的汇编，全书共 48册，1.35万余条，约 300

万字，分时令、地理、名胜、园林、外交、礼制、教育、兵刑、隐

逸、称谓、风俗、方言、工艺、著述、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
九十二类，内容涉及人文社科各个领域。

范园徐家名流云集
位于华山路 1220弄的范园，是一片久藏于深巷之中、

略带有神秘色彩的老洋房群落。民国《法华乡志第宅园林》

中记：“范园，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南转角海格路（今华山
路）。民国六年，梁士诒等购新裕泰马棚基址，展拓至七十余

亩，载立通和洋行道契。树木郁蓊，方草芊绵，高耸楼台，宛
仿泰西风景。”范园早期的业主多为叱咤金融实业界的大

鳄，有人戏称范园为当年中国金融的“晴雨表”，中国最顶尖

金融实业家们曾影响着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命运。
徐珂乃一介书生，怎么会居住在金融实业界名人集中

的范园呢？这与徐珂的长子徐新六有关。徐新六早年就读于
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赴英国、法国留学，1917年任财政总

长梁启超的助手，上世纪二十年代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
董事兼总经理。郑逸梅编著的《南社丛谈》中讲述了徐家搬

入范园故事———徐珂原本居住在康脑脱路（现康定路）的住
所，后因该住所不宽敞或是康脑脱路的名字不好听等缘由

打算搬家，徐新六的好友银行家叶明斋得知此事后，便将刚
建好不久的范园 10号住宅借给徐家人居住。

徐珂曾引用南宋陈郁名句“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
客”来述说自己的待客之道。当时，徐家的客人多为名流俊

彦，张元济、蔡元培、康有为、胡适、梁启超、况周颐、冒鹤亭
等人都曾是座上客。1928年，59岁的徐珂逝世。1938年抗

战期间，徐新六率当时的中国政府财政代表团赴美国，争取
美国对华财政援助，回国途中飞机被日军击落身亡。此后，

叶家人住进了范园 10号。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你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战

“疫”精神正是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向好，红色旅游成为上海文旅业复工复产的一

项重要工作。目前，申城红色景点逐步恢复迎客，实行
实名制限流参观，每日限额接待人次。

上海的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四大系列红
色旅游景点、五大主题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红色景点

连点成片，不少精品旅游线路中都有红色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静安区“红色遗址保护、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品牌打造”三大行动实施 10个月来，区内

各类红色资源的发掘、利用以及红色品牌打造等方面

取得良好成效，打响专属于静安的红色文化品牌。
■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地址：黄陂南路 374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立于 1952年，当时称上海革

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纪念馆馆舍建筑系利用中共一
大会址所在地树德里的原有房屋和西邻的辅助建筑。

树德里房屋建于 1920年秋，清水外墙，大门上部均有
拱形堆塑花饰，属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

■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地址：茂名北路 120

弄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位于上海静安区茂名北路
120 弄 5、7、9 号（原慕尔鸣路甲秀里 317、318、319

号），是毛泽东 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
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

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建
成于 1915年的甲秀里是典型的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

住宅，毛泽东一家当时居住在 7号一楼，二楼居住着

蔡和森与向警予。
■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地址：老成都北路 7弄

30号 1922年 7月 16日至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这里召开。这次大会上，第一次

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

言》，制定第一部党章等，与党的一大共同完成党的

创建任务。

■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 地址：浙
江北路 118号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在沪机关所在秘密
场地，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原闸北区将闸北
史料馆改建而成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

馆，生动再现了中共三大之后，中央局机关在上海开
展工作的情况，馆内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原闸北领

导一系列革命斗争的“红色闸北”史料。

■ 中共淞浦特委机关旧址陈列馆 地址：山海关
路 339号 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是陈云、杭果人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8至 1929年在上海开展革
命斗争领导农民运动的地方。陈列馆主要通过图片、

实物等史料，以及激光射击、板拓画、多媒体 IC卡人
机互动装置等，向参观者介绍中共淞浦特委组织机构

及其领导下的奉贤庄行暴动、金山新街暴动等农民武
装斗争。

■ 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 地址： 新闸路
613弄 12号 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曾是早期

中央军委租用的机关所在地，是静安区一幢砖木结
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建筑，周恩来、杨殷、彭湃等军

委领导人经常借此地秘密开会。在历经修缮后，装载
着“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1925-1933）史料陈列展”，

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宅重新回归，向人们讲述一段珍
贵的历史。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地址：成都
北路 893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公开领导全国

工人运动的总机构。陈列馆通过新颖的多媒体叙事方
式和虚拟互动环节，依托丰富的实物史料，真实再现
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上海

走向全国，向工人们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产
业工会、领导和支援工人运动的峥嵘岁月。

文 沈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