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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春节红

春节来一趟“红色之旅”

点击屏幕，ABCD四套题目中
任选一套，回答完毕，领取精致的

渔阳里新春文创礼物。纪念馆 1楼
展厅里，来自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

90后李慧璇跟一群小伙伴刚刚完
成“纪念答题”，个个喜气洋洋。

春节，这群就地过年的 90后

没闲着，单位组织他们参加辛丑牛
年“红色之旅”，第一站就是来看看

“最青春”的渔阳里。
2004年，渔阳里团中央机关

旧址纪念馆开馆。150平方米的展
厅不大，每年接待参观者一二十万

人，全市不少入队、入团、入党宣誓
仪式，都在这里举行。曾经，理想与

信仰点亮渔阳里，探索救国救民真
理的一场场跋涉，从渔阳里出发；

今天，人们再次从渔阳里出发，重
温理想与信仰，助力伟大复兴。“最

新鲜的是，这个石库门纪念馆运用
了不少时尚科技，再现历史，鲜活

生动。”李慧璇说，就地过年来看看
“最青春”，很特别。

10后赞“八位青年”好帅
1920年 8月 22日，在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8位平均年

龄仅 24.5?的青年在渔阳里成立
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

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

位青年”大概不会想到，100年后

的今天，渔阳里近悦远来，成为网
红地标。

1920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魏
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

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魏
金斯基的随行翻译杨明斋，租赁了

霞飞路渔阳里 6号为活动地。同年

8 月，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
玄庐、施存统、袁振英、叶天底、金

家凤等 8位青年在这里发起创立
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

任书记。同年 9月，这里开办了外
国语学社，为培养青年党团干部也

为输送青年赴苏俄留学做准备。在
外国语学社，陈望道的身份有点特

殊，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这位《共
产党宣言》的中国首位翻译者，修

辞学大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
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时谈到，陈望道译的《共
产党宣言》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

三本书之一，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
义信仰。

纪念馆 1楼展厅，是“八位青
年”的浮雕群像，青春的面庞、青春

的思想，丰神俊朗。四年级小学生
李思娴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观，10

后小姑娘站在雕像前看了又看，赞
道：“好帅啊！”随后在展厅外留言

墙上写下一句话：“不忘初心，永远
奋斗，新年快乐，学习进步！”

老夫妻纪念入团51年
在众多 10后、00后、90后、80

后的“青春留言”中，已退休的沈瑞

华、郑爱妹夫妇的留言就显得很特
别了。“51年前，我光荣入团，第二

年入党。”沈瑞华说，春节里，作为
“老团员”，他们特地再来渔阳里看

看，纪念“青春不老，奋斗仍在”。

“我们的留言墙，是青春的，温
暖的。”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馆长洪颖哲说，很多人平常难
得动笔写字，在这里，亲笔写下自

己的青春留言，弥足珍贵；墙上的
便利贴贴满了，就拍张大照片作数

字化留档，永久纪念。
今年建党百年，纪念馆还要做

几件事。新渔阳里六号连环画、绘
本及渔阳里人物故事要出版；人物

史料展览及共青团红色收藏展览
和渔阳里文创要展览；黄浦新青年

讲师团、渔阳里多媒体情景剧也将
推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大家，

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征途上，照耀前
方的是不灭的理想之火、信仰之
光———其中心

意就好比留言

墙上的千言万
语，那是一种

“青春力量”。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就地过年来看看“最青春”———

石库门留言墙上写满“青春力量”

    “青春不老，奋斗仍在！”

“诚信，宽容，博学，务
实。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

大年初二，渔阳里，淮海
中路 567弄 6号， 石库门建
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一
面留言墙上贴满五颜六色的
便利贴，每一张都写满“青春
力量”。

    昨天是大年初二，阿宝和她的

5个朋友来到位于保屯路 328号地
下 1层的奇闻密室体验馆，用两个

小时体验了《红色恋人》密室逃脱。
从密室出来，她们意犹未尽，仍激烈

地讨论着玩法和剧情。作为一名密
室逃脱的资深玩家，阿宝已经来过

奇闻密室两次。这家密室从除夕夜

到年初六都不打烊，还配合今年建
党百年的契机，新推出红色主题密

室《红色恋人》，为留沪过年的年轻
人提供了不错的选择。

《红色恋人》讲述了年迈的沃克
博士为改变历史，再次见到已于上

世纪 20年代在上海牺牲的共产党
女友之云，制造了一辆时光列车。玩

家的任务便是乘坐列车回到过去，
拯救之云。这架时光列车并非虚拟

影像，而是实打实在轨道上运行的

车厢，这让老玩家阿宝也直呼惊喜：
“这种大型机械对场地、成本要求很

高，所以很少见，但它给我们玩家带
来的体验是普通密室无法比拟的。”

《红色恋人》对老上海的场景也
塑造得很逼真。设计团队与共青团

上海市委、共青团黄浦区委、共青团

静安区委等达成合作，经过数月的
采风、设计，最终在 800平方米的空

间里重现了大沽路、渔阳里、四行仓
库等一系列上海红色地标。密室还

邀请影视剧组的道具团队，不论是
散落的报纸、信件，还是工作人员手

中的油灯、铜钱，都制作得相当精
致，经得起玩家近距离欣赏、把玩。

“这个项目玩法也有创新，它把
年轻人喜欢的剧本杀、狼人杀、沉浸

式戏剧和密室融合在一起。”奇闻密

室负责人陈晓明介绍，进入密室前，
玩家会拿到自己的“学生证”，换上

上世纪 20年代的学生服装，扮演一
名学生。游戏过程中，玩家不仅要集

中智慧破解机关，还要分阵营竞赛。
游戏环节及剧情则完全依靠扮演

“剧中人”的工作人员来推进。

每场密室游戏结束，工作人员
还会组织玩家复盘，帮助大家理解

剧情并听取意见。昨天阿宝玩的这
场，陈晓明也参与了复盘，他透露：

“春节后我们将邀请专业导演重新

梳理剧本，到时希望玩家再来体

验。”阿宝一行人欣然接受邀约：“现
在年轻人聚会，都喜欢来一场密室

逃脱‘烧烧脑’，这个红色题材做得

相当精彩。”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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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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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把密室逃脱 寻一抹红色记忆
乘上“时光列车”，到“上世纪 20年代”完成营救任务

■ 新推出的红色主题密室《红色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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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正在参观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40分钟有多长？小学生

的一堂课或小半部电影，并
不长。但如果大年初一，你跟

着上海影城运营经理常晓燕
工作 40分钟，就会觉得 40

分钟漫长、辛苦却也快乐。

16： 15

上海影城二号厅门口

“麻烦扫一下行程码，留
下一个轨迹，谢谢大家配

合。”“请全程佩戴口罩，厅内
禁止饮食。”

大约 5分钟光景，这两
句话，常晓燕来回说了不下

20 遍，她不厌其烦地说“麻

烦”，说“谢谢”，时不时地还
要帮助扫码遇到困难的老年

观众解决问题，或者劝导携
带饮料的影迷将咖啡和果汁

放在放映厅门口的桌子上，
甚至细心地帮大家在杯子、

瓶子、纸袋上写上名字：“我
们会妥善保管的，您等下出

来一定能找到。”
稍空时，她“忙里偷闲”

接受了本报的采访：“今天上
午 8时到的，第一场 8时 30

分，我们先要把所有的灯和

空调打开迎接大家，‘开门红’嘛。
其实放映员来得更早，他们 7时

就到了，下班比我们还晚，最后一
场放完得凌晨一二时。”她回想了

下又说：“我到上海影城工作十年
了，每年都在影城过年，几乎每年

的大年初一都是从早忙到半夜。

去年‘春节档’受疫情影响搁浅
了，但我和经理也来值班了，天天

来。今年看着观众又回到了电影
院，我们特别开心。”

16： 35

上海影城正门入口处

“麻烦出示一下随申码，谢谢
配合，小朋友的也出示一下。”常

晓燕忙完二号厅的检票工作，回
到影城大门口的岗位，面对“喜迎

新春，欢度佳节”的 7部新片联合

展板，面对不断“涌入”的影

迷，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
家人会抱怨你每年大年

初一都加班吗？忙一天会口
干舌燥吗？遇到不理解的观

众会觉得不耐烦吗？常晓燕
说：“几乎每一个电影院的一

线员工都像我一样，有支持、

理解我们的家人。我们每年
跟家人一起吃完年夜饭，就

‘摩拳擦掌’准备开工了。今
天影城服务员就来了 18个，

每个厅都需要检票、清洁、消
毒，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去

哪里。”“时隔一年春节档归
来，真的是万众期待，今天票

卖得特别好，2019年大年初
一我们排了 55场，票房超过

23 万元，今年片子普遍较
长，只排了 46场，但毛估估

全天票房有 45万元，快翻番
了。”隔着口罩，常晓燕的眼

里满是骄傲和满足。

16： 55

上海影城 6楼三号厅门口

生意火热，于是下午 4

时常晓燕才刚刚吃上午饭。

“一直在忙，都没想起来吃
饭，稍微空了也就是去办公

室换了两次口罩和手套，太
潮了，还有点味道。”话音未

落，常晓燕的手机响了，她戴着手

套有些困难地接起电话，只说了
两个词：“来了，来了。”然后便大

步流星往电梯方向走。她告诉记
者，6 楼三号厅下午 5 时的那场

几乎满票，同事唤她快上去帮忙。
“累是真累，但快乐也是真快乐。

我现在想的就是，能把来看电影

的市民一户一户、一对一对、一个
一个高高兴兴地送进放映厅。”

一走出电梯，常晓燕来不及
跟记者道别，就又忙开了：“麻烦
扫一下行程

码，留下一

个轨迹，谢
谢 大 家 配

合。”……
首席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