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
毅
捐
赠
一
九
四
二
年
版
︽
共
产

党
宣
言
︾

本
报
记
者

张
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屠瑜）中共一大纪念馆
昨日正式开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00-17:00（16:3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法

定节假日除外）。开馆后，实行实名、全预约
制度，个人或团体观众可以通过线上和线

下两种途径进行预约。
目前线上主要通过中共一大纪念馆的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线下

主要是电话预约和窗口预约。

中共一大纪念馆每日预约人数
为 10000 人（含团队），额满为止。每天

共 7 个时段可预约：9:00 -10:00，10:00 -

11:00，11:00 -12:00，12:00 -13:00，13:00 -

14:00，14:00-15:00，15:00-16:00。

中共一大会址每日预约人数为 2000人
（含团队），额满为止。每天共 3个时段可预

约：9:00-11:00，11:00-14:00，14:00-16:30。
纪念馆针对团队提供讲解预约服务

（中文），每天提供 10个场次可预约；同时，
纪念馆提供 5个场次的免费人工定时讲解

服务（中文），无需预约，观众如有需要可自
行安排前往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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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流泽是一名新四军老兵，他

留下一本工作记录簿，记载了我们党在解
放上海前夕的部队动员报告，也记载了党

对解放上海后的方针政策。今天我把这个

记录簿带来了。”6月 3日，经过 630多天
建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终于揭开面纱，正
式开馆对外亮相。与共和国同岁的流沙玲

漫步在展馆内，心情十分激动。她带来一

本泛黄的记录簿，作为文物捐赠给中共一
大纪念馆，并在馆内向众人娓娓讲述其背

后的故事。
册子不厚，只有手掌大小，上面密密

麻麻写满了字，短短几页就勾勒出解放上
海的生动历史场景。翻看记录簿，里面写

有解放军进城纪律、进城后如何与地下党
联系，还详细描述如何保护好水电煤、怎

样团结工人和知识分子，确保上海安全顺
利过渡。“彼时，为确保上海这座超大型城

市顺利运转，军管会工作人员有的进报
社，有的进金融机构。我父亲接受的任务

是接管上海电影系统，包括戏曲单位、各
大剧场、文化市场等。当时上海演艺界几

乎都是个体演员，于是我父亲和战友一家
一户地把各个演员剧团联合起来进行思

想工作，展开教育宣传培养，再建立党支

部。”珍贵的历史以文字形式保留了下来，

让流沙玲与父亲有了一次超越时间、空间
的交流。

去年夏天，流沙玲在家整理东西时，
不经意间翻出这本记录簿，由于年代久

远，记录簿纸张泛黄，皱皱巴巴，她差点误

当作垃圾丢掉。通过翻看记录簿中的内
容，流沙玲才发现是父亲记录下上海解放

准备进城前的会议记录。长年在文博系统
工作的她，对文物资料的保存具有敏感性，

觉得这本记录簿十分有价值，便决定把它
捐献给中共一大纪念馆。

流沙玲是一名老党员，曾在中共一大
会址工作十余年，见证了这里的每一步发

展历程，如今，退休后作为文物捐赠人，再
次步入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发出不一样

的感悟。“这里的变化太大了，体现了建党
百年走过的光辉历程。我想，这本记录簿

作为文物捐赠给一大纪念馆，对青年人的
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也可以在革命教育和

精神传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和流沙玲一样，王毅选择在中共一大

纪念馆开馆这天前来参观，他也带来一份
“厚礼”。王毅捐赠了一本 1942年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本极具特殊意义

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 1942 年，仅有

500册，非常稀有。而且 1942年正值中国
共产党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时共产党人

在胶州新华书店出版实际上是冒着很大
生命危险的，这种不畏困难的精神让人深

受鼓舞。”
王毅退休前曾是上海历史博物馆研

究员，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文物收藏并发

展为爱好。他曾向中共一大纪念馆、四行
仓库纪念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多次

无偿捐赠自己的藏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周年，又逢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

开放，王毅为表达自己对建党百年的感
情，决定把“压箱底”的收藏拿出来捐赠给

中共一大纪念馆。今年，他先后向中共一
大纪念馆捐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

言》《卡尔 ·马克思》等藏品 100余件。王
毅说：“如果是我个人收藏，那么这些文

物仅停留在私人收藏价值，是个人的；
但文物应该放在最好的地方，而中共一

大纪念馆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这些具
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在神圣的红色

场馆中展出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它们的
意义和价值。”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朱常华

从1942年版《共产党宣言》到1949年上海解放工作会议记录———

带着“厚礼”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老渔阳里，南昌路 100弄，当

下最热门的上海弄堂之一，参观
者络绎不绝。住在这里的居民生

活如常，他们知道，这条小弄堂如
今的不平凡，都源自于一位百年

前居住于此的“邻居”。
从弄口走进去，左右两边建

筑风格完全不同。左侧是新式花

园洋房，而右侧的两层砖木结构
老式石库门建筑，则正是建于

1912年的老渔阳里。老渔阳里的
建筑也有其别致之处，二楼转角

有少见的弧形墙体，朝南安装有
木质百叶窗。

1920年春天，陈独秀来到上

海，住进老渔阳里 2号。他住在二
楼，楼下便成了《新青年》编辑部。
很多青年人看了《新青年》杂志上

文章后慕名而来，在此热烈讨论。
这个普通的弄堂不仅成了研究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还吸引
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探索中国革命

道路。
其实，老渔阳里 2号承担着

更重要的历史使命。1920年 5月，
毛泽东来到上海，在此与陈独秀

见面，探讨马克思主义。8月，这里

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由
此展开一系列革命工作。当 1921

年 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这里就
成了会议期间的秘书处。“有租界

密探闯入会场后，当晚，大家聚集
到这里商讨后续的方案，李达的

妻子王会悟提出转移到嘉兴南湖

开会的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学
者张晓栋说，中共一大之后，这里

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在老渔阳里建成两年之后，

法租界扩张到这里。陈独秀有过
两次危险遭遇，分别于 1921年 10

月和 1922 年 8 月被法租界巡捕
房拘捕。虽然最终都被成功救出，

但两次遇险说明这里已经被租界
当局严密监视，非常危险。

于是，党中央机关和陈独秀

离开了老渔阳里 2号。不仅如此，
这两件事使中国共产党对法租界

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此后，党的
重要机关在选址时很少再选择当

时的法租界了。
本报记者 李若楠 陈炅玮

刘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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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纪念馆和中共一大会址需

分开预约，不能一码通用；

个人线上预约系统开放时间为 24

小时，当天预约将在 15:30关闭；

团队线上预约系统开放时间为 9:00-

16:00，每批限 30人-80人，超出 80人请

致电 53832171转 111、222人工咨询；

预约成功的个人观众需凭预约码、

参观者有效证件、健康码核验入馆，团队
领队需持预约二维码、有效证件、健康承

诺书核验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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