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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幢石库门楼
房，建于 1920 年秋，坐落于昔日的
望志路树德里 106号。 1921年 7月
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此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
成立。 中共一大召开时，这里是上海
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寓所。

黄浦区兴业路 76号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 中共四大在东宝兴路 254弄
28支弄 8号召开。 会址原为坐西
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
居，后毁于淞沪战争。 中共四大在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
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静安区老成都北路 7弄 30号

    1922年 7月， 中共二大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此召开。 这次会议第一次
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统一
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
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
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虹口区四川北路 1468号黄浦区太仓路 127号

这里曾经是私立女校 “博文女校”校
舍。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部分与会代表曾以
“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此借住。 中共
一大的诸多筹备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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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共一大会址：党的诞生地

12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13 中共四大纪念馆

黄浦区
兴业路 1号

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
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
组成。新的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
约 3700平方米，聚焦中国共产党
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出
各类展品 116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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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百个纪念地 树德里的1921，石库门里透出红色光芒

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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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最近全国最热门的红色打卡地是哪里，

一定是本月刚开馆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它由中共
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每天

参观者络绎不绝！

新馆开馆 亮点纷呈
“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展览正在展出。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周峥用“史

无前例”一词来形容这些党的创建史领域红色文
物的首次大规模集结展示———从馆藏 12万件/套

文物和近年来国际国内新征集的档案史料中，
精挑细选出 612 件文物展品，比过去扩容 3 倍

多。其中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30余件，加上各类图
片、艺术展项等展品，总量从原来的 278 件增至

1168件。
馆中最重量级的文物当数《共产党宣言》72

个版本的中译本了，全部是 1949年解放前出版。

其中最珍贵的两个版本，被称为《共产党宣言》红
版和蓝版，分别出版于 1920年 8月和 9月。红版

是错印版，封面上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而
且很快售罄，所以很快又刊印了蓝版。

实物展陈的背景是三折 LED屏幕，构成了三
组互为呼应又相对独立的故事场景。其中“真理的

味道”篇章讲述陈望道在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
时过于专注，蘸着墨汁当红糖吃粽子的故事。“信

仰的力量”篇章讲述又新印刷所出版《共产党宣
言》，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故事。“初心的守

护”讲述共产党人张人亚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守

护《共产党宣言》等革命文献的故事，故事中守护
的《共产党宣言》，正是摆放在展柜中的蓝版，由张

人亚父亲捐赠。

百年会址 修缮一新
和中共一大纪念馆一路之隔的兴业路 76号

（原望志路树德里 106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址。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

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带来了中
国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里的石库门房子里透出的

红色光芒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

此房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与

其兄李书城的寓所。1921年 7月 23日至 7月 30

日，大会在寓所楼下的客厅举行，毛泽东等 13名

平均年龄只有 28岁的会议代表，怀揣救亡图存的
信念，为当时的中国找寻出路。中共一大提出了党
的基本纲领，擘画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奋斗
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
实恢复了会址原貌，于 1952年建立了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从去年 11月开始，会址进行了建馆以
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如今，修缮一新的石库

门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熠熠。中共一大会址

（含博文女校）修缮项目设计负责人翟剑敏告诉记

者，会址呈现的颜色现在看起来比较新，又不是完
全新，希望让所有参观者站在兴业路前看到这幢

建筑时有种沉浸式的感觉。
观众可以通过预约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史迹陈列”展览，瞻仰会址和宣
誓大厅。

红色宿舍 蕴藏往事
距离中共一大会址不到 200米的太仓路 127

号（原白尔路 389号），是昔日的“博文女校”，也是

中共一大代表的临时住宿地。

博文女校由进步人士黄绍兰主持创办。1921年

的那个夏天，正值学校放暑假，博文女校陆续住
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来上海参加

这次历史性的会议。9名中共一大代表住进这所
“红色宿舍”，在这里召开了预备会，并于休会期

间草拟文件、开展讨论，可以说博文女校与中共
一大会址共同见证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博文女校这次也经历了

全面修缮，还原了当年的家
具、摆设，布置了“群英汇博

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博

文女校）史迹陈列”展览，以后
将适时逐步开放。

上海是中
国共产党诞生
之地，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有
三次代表大会

在此召开， 中共中央机关
也在此驻守近 12年之久。

当时中国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 军阀混战，匪
盗兵乱纷起。 这些后来被
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会虽
然那个时候未在社会上引
起较大注意， 但一颗全新
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
的中华大地点燃， 而革命
先驱和共产党人在此留下
的奋斗印迹， 也给这座城
市带来红色基因发源地的
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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