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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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尽在新民
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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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红色之源”的荣光。 摩天大楼旁、花园洋房内、石库门

建筑里，红色地标坐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座座纪念馆、一个个展厅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留下的红

色印迹。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见证者”，浸润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

犹如一面面旗帜，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继续前行。

如今，市民游客搭乘双层旅游观光巴士，一张车票，随意上下，可以打卡五卅

运动纪念碑、中共一大纪念馆、二大会址纪念馆、四大纪念馆等 50?个红

色景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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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五卅运动纪念碑
位于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绿地，有一座

“五卅”两字组成的不锈钢主体雕塑，呈放射状，象征

着振奋、腾飞向上的精神。中间是一座由两名不屈不
挠的工人形象组成的青铜雕塑，表现了中国工人阶

级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这里就是专线车
的起终点，站名为“五卅运动纪念碑站”。

1925年 5月 30日，上海 2000多名学生、工人

在繁华的南京路，进行演讲宣传和示威游行，声援工
人罢工。英国巡捕先后逮捕 100?人，并于下午 3时

许，突然对正在集会、演讲的队伍开枪射击，共产党
员何秉彝等 13人倒在血泊之中，数十人受伤，造成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

掀起一股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革命怒涛。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

飙迅速席卷全国，社会各个阶层纷纷声援上海人
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

国运动。
五卅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

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

序幕。
观光巴士沿着西藏中路、淮海中路缓缓行驶。市

民游客一边听语音导览，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第二站：中共一大纪念馆
十多分钟后，红色专线车稳稳地停靠在黄陂南

路，在兴业路一侧是以石库门建筑为特色的北里，一

侧是现代建筑为基础的南里，而在这条繁华与古朴
交融的街道上，坐落着一幢历经百年风雨的石库门

建筑———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

址———兴业路 76号，是一幢石库门建筑，里面只有 18

平方米的会客厅，凝聚着不平凡的光辉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

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
的领导核心。

走进太平桥公园，市民游客一眼就能看到新建
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五开间设计的主入口，造型方正

简洁，两侧为上海标志性建筑元素的铁艺装饰透
雕。建筑整体为砖砌立面，每侧均有石库门造型的

拱券装饰，寓意日出东方，中间则点缀着红色石库
门里弄雕刻。

淮海中路 567弄 1-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机关旧址纪念馆，南昌路 100弄 2号《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等红

色景点也值得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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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
中共四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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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门口）
>>>第四站

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河南

南路 ，地铁口）
>>>第三站

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 （老成

都北路 ，二
大门口）

>>>第二站
中共一大纪

念馆（太仓路黄陂

南路路口）

>>>第一站
五卅运动纪

念碑 （南京西路

68号对面）

 第四站：南京东路
从中共二大会址站上车，红色专线车途经延安中

路 504弄 21号多福里，这是一幢坐北朝南两层楼的老

式石库门房屋，在 1937年 8月至 11月期间，曾是八路
军、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所在地，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
位于大沽路 400-402号两幢沿街并排的旧式石库

门建筑，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旧址。

在这里，团临时中央局声援并号召全国各界援助日资
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发动团员青年进行募捐活动，

推动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发展。
兴业太古汇一带的石门一路 336弄 9号，在 1927年

至 192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一处联络点。时
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同志、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同志几乎每天都要到此处办公，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
在南京西路 651号广电大厦旁边的小绿地里，竖

着一块铭牌：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当时中央的重
要文件一般都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央发给各地的指

示，也都从这里发出。
南京西路 325号是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

史博物馆，展现了城市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
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有家著名的百货公司———
永安百货。永安百货创办于 1907年，是当时南京路上

四大华资百货公司之一，这里是上海第一面红旗升起
的地方。

第五站：中共四大纪念馆
跨越百年，当外滩和南京路这两条风景线正式联

结交汇，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更美的滨江天际线，更看到

了城市的未来。
离开南京路步行街，车辆行驶在北京东路，这里是

老上海口中的“中资金融街”，沿途坐落着一幢幢中资
银行大楼，比如中一大楼、盐业银行大楼、四明大楼等。

北京东路也有重要的革命历史纪念地，最具代表性的
是黄浦剧场，前身是金城大戏院。1935年 5月 24日，

由地下党领导的电通公司出品的影片《风云儿女》在金
城大戏院首映，由著名剧作家田汉、著名音乐家聂

耳创作的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
在这里唱响并被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国歌的首

唱之地。
2012年 9月，中共四大纪念馆在四川

北路公园内落成。“中共四大”会址遗址位
于今虹口区东宝兴路 254弄 28支弄 8号，

原址为一幢三层石库门建筑，已毁于上世
纪 30年代日本侵华战火。异地重建的中

共四大纪念馆，石库门元素贯穿整个展

线，完整再现了 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的
场景，并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值

得一提的是，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曾长

期居住于虹口，中共四大纪念馆设置
了上海首个国旗教育展示厅，展示了

曾联松的设计手稿、字画等各类纪念
典藏。

第三站：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踏上双层观光巴士，沿着黄陂南路、威海路、成都

北路、延安中路，一路追寻红色印记。

太仓路 127号是博文女校旧址。1921年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将该校作为代表住

地。博文女校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凝神静思、催生无
产阶级伟大政党的重要场所之一。

如果说中共一大是日出东方，那么中共二大就
是明灯指路。中共二大通过了九项决议案，包括第一

次提出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
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
宣言》等。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旁，中国共产党于 1922

年 2月创办的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平民女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陈独

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在此授课，刘少

奇、张太雷、恽代英等也曾来学校演讲、办讲座。
不远处，茂名北路 120弄 7号是毛泽东旧居，延

安东路 1472弄 7号是任弼时故居，还有共青团中央

机关遗址，重庆南路 205弄 53、54号韬奋纪念馆等红

色建筑。市民游客不妨逐一驻足，一起去探访，梧桐
树掩映下的红色建筑里的秘密。

1车 1路
畅游50+红色地标

红色专线车
票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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