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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风度翩翩，神采奕奕。1954年，周恩来总

理身穿一件长款风衣，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历史照片曾给许多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今天，“第一次亮相———周恩来
重要外交藏品展”揭幕仪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

专题展厅举办。作为新中国外交场合的旗帜
人物，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所穿的两套具

有历史意义的衣服，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揭开了

面纱，开启了在公众视野中的“第一次亮相”。

见证大国自信
1954年 4月26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

内瓦机场。飞机停稳后，周恩来第一个走出机

舱。他身穿得体的风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
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在日内瓦会议

上，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
加讨论国际问题，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和平外

交政策以及处理国际问题的大国风范和自信。

除了风衣，中山装也是总理在外交场合
经常穿的衣服，美观大方，高雅稳重。万隆会

议代表团成员在北京东交民巷 28号的“红都
服装店”，每人订做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

套黑色。中山装的缝制，除直向缝合用缝纫机
缝制外，其余各道工序大多用手工缝制。缝制

时边缝边烫，工艺精细。
泰国著名政界人士桑 ·帕他诺泰的女儿

（中文名常媛）回忆说，参加万隆会议的旺 ·威
泰耶康亲王当年回到泰国，来她家见她父亲

时第一句话就是：周恩来是“天才的外交家”。
“上世纪 50年代还没有‘软实力’这个词。可

实际上，周总理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周总理在
万隆会议、在国际舞台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他

让所有接触到他、领略过他风采的人折服，让
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信服中国。”

总理赠衣侄儿
1951年，周总理侄子周尔辉被周恩来总

理从淮安接到中南海抚养。周尔辉身材和周

总理相仿，在北京读书和工作期间所穿的衣
服都是总理所穿过的。

此次展出的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穿
的藏青色风衣和参加万隆会议时穿的浅色中

山装，就是上世纪 50年代周恩来总理赠给侄

子周尔辉的，现由总理侄孙周佶、侄孙媳李清阳
和曾侄孙女周婧祎精心保存。

周总理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直
坚持艰苦朴素。总理穿过的一条裤子，破旧了，

给侄儿周尔辉穿，侄儿穿得更破了，后又改为小
孩裤，给侄孙周佶穿。总理看到一条裤子三代人

穿，称之为“三代裤”，还直说“这节俭作风好”。

周尔辉生前对周婧祎也是严格要求。周

婧祎从小就深受革命传统教育，生活简朴。她
说：“就像爷爷之前经常说的，旧的东西只要

还能用，就不要浪费，不要把它扔掉。”

拿出珍贵收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

地，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

的重要指示，经周恩来侄孙周佶、侄孙媳李清阳
同意，曾侄孙女周婧祎和表哥唐华与上海团市

委、中共一大纪念馆协商，决定将周总理参加日
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时身穿的两套具有历史

意义的衣服，作为重要革命藏品，在党的百年华

诞之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第一次亮相”。
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周恩来亲属代表唐

华表示，上海是周恩来总理长期战斗过的地

方，但总理在上海留下的革命藏品却不多。姨

父周佶和阿姨李清阳作为老共产党员，将家
中这两件藏品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可以让

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
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在团市委和中共一大纪

念馆精心策划、专业展示下，两件极具历史意
义的革命藏品，得以完美呈现在世人面前。

精心布置展览
为更好地呈现这两套珍贵革命文物的展

出效果，中共一大纪念馆做了很多准备。风衣

和中山装作为最主要的展品，在展出时突破
以往平面式展出衣物的通常做法，把衣服“穿

起来”，让衣服“活起来”。根据历史图像，真实
还原周总理身穿这两件衣服的历史场景，使

观众仿佛看到 60多年以前总理正在向我们

走来，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风采。
这次借展的两套衣服，由于存放时间较

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褪色现象。特别
是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穿过的藏青色风

衣，处于板结、无法展开的状态。为了让这两
套珍贵的衣服以良好的形态展现在观众面

前，馆方在拿到后，立即启动评估和保护工
作，并专程派人将衣服送到杭州中国丝绸博

物馆进行修复。
展览同时展出 14件馆藏实物藏品和 36

幅历史图片，包括：周恩来、陈独秀等合著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书（二级文物），周

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还有一些珍贵文
物的复制件，如：周恩来用过的毛毯、台历、铅

笔与橡皮，周恩来的题词等。展览全面展现周
恩来在两次国际会议上的风采，让观众沉浸

式感受历史风云。
本报记者 屠瑜

“周恩来重要外交藏品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揭幕

“总理的风衣”前追忆伟人风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鲜红的文字赫然

书写在展馆外墙，与老一辈革命志士的精神
力量遥相呼应。迎接建党百年之际，6月 23

日，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暴动史料馆在对旧
址进行重新修缮、全面提质升级后全新开馆。

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暴动史料馆，原名陈云
与松江区农民暴动史料展，展陈面积 200余

平方米，是全国 30多家陈云纪念地之一。

上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8年 1月，
陈云在松江、青浦地区领导的枫泾暴动镇压

了一批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僚。位于新浜镇赵

王村的枫泾暴动指挥所遗址便是当时农民武
装斗争的活动中心，如今也正是史料馆坐落

之处。
全新亮相的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暴动史

料馆，对原有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暴动史料
展、枫泾暴动遗址进行展陈升级———“在展馆

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更加丰富翔实的史

料、更加新颖生动的文字、更加图文并茂的布

展、更加科技艺术的形式，对整个展览进行大
幅度提档升级。”新浜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史料馆共设“旗帜引领 风起云涌”“革命
先锋 斗志激昂”“英雄无畏 坚持斗争”“永葆

初心 砥砺前行”4个部分。走进其间，主题雕
塑开场引领，江南水乡特色的白墙黑瓦展墙

还原了当时农民的生活场景。枫泾暴动和小

蒸暴动的一个个生动故事通过小品式场景演

绎、投影地图、连环画、时间图表等多媒体结
合的形式陈展，让观众仿佛重回这段 90多年

前的光荣历史。
在对文物本体及周边进行修缮、提升的

过程中，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暴动史料馆还
把红色遗址遗迹、红色文物保护、促进党史教

育和发展红色旅游相结合，让人们真切感

受———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红色土地赓续着

红色血脉！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夏婷

发掘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建党百年之际，上海各区创新讲好红色故事

    上海，党的诞生地。

红色资源、红色文化是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凝聚人心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建党百
年之际，红色文化挖掘，红色历史传承，需要
鲜活叙事、生动表达，上海各区积极创新方
式方法，发掘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福兴商号，云南中路 171-173号（原云南

路 447号），1928-1931年之间，这里是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

“各位，欢迎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
址，我是来自卢湾中学的讲解员。”小福星站在

福兴商号二楼靠窗的桌子上，彬彬有礼打招
呼。小福星，是一个小机器人的昵称，它是黄浦

区卢湾中学师生共同开发的机器人讲解员。

福兴商号，究竟什么来历？小福星能娓娓
道来：原来，这幢二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坐西

朝东，建筑面积 214.14平方米，紧邻天蟾逸夫

舞台。1928年春，在上海担任党中央会计工作
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云南路 447号生黎

医院楼上的三间房，设立党中央政治局机关，
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作为掩护。1928年 4月

至 1931年 4月，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瞿秋
白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里工作，政治局很多

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发出百余份文件，指

导全国革命开展。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1980年
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 6月起，黄浦区启动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 年）修缮保护，

房屋置换、腾退原住居民，修旧如旧。“白色恐
怖下的红色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1928-1931 年）史迹陈列展于 2020 年

10月 1日试运营开放。除了小福星机器人讲

解员，史迹陈列展还大量运用沉浸式影片、实
景还原、情景互动等时尚方式。

迄今，科技助力红色文化传播，已成潮
流。老渔阳里南昌路 100弄 2号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新渔阳里淮海中路 567弄 6

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共

一大会址……众多红色旧址纪念场馆，无不

尝试以新科技服务于红色历史挖掘、传承与
传播。 首席记者 姚丽萍

黄浦区 时尚科技 助力红色文化传播

普陀区 聚焦“工运” 追寻赤色沪西踪迹

松江区 展陈升级 再现农民暴动史料

    上周，普陀区又一处党史学习教育红色

阵地———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正式
开馆；同日，顾正红纪念馆经过整体功能提升

改造，重新开放。
普陀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也是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之一，有着“赤色沪西”的美誉。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普陀区委挖掘红色资源，
建设了“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真

实呈现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小沙渡办学的历

史，追寻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工运先烈在小沙

渡英勇斗争的踪迹。顾正红纪念馆也进行了

整体功能提升，修缮改造了建筑外立面、纪念
广场（包括旗杆、雕塑等）、顾正红烈士殉难处

等，提升了场馆的整体形象。
同时，基层社区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以“打开方式”更为生动的“初心讲堂”，唤醒红

色记忆，解锁初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的奉献精神。”6月 21日，万里街道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的多功能厅，“学出细微，力行万里”

———万里街道“党史故事述百年”主题宣讲活

动正在进行，来自各行业的万里居民齐聚一

堂讲述初心故事。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串
起“建党篇”“大革命篇”“土地战争篇”“抗战

篇”“解放战争篇”“建国篇”“改革开放篇”和
“奋斗新时代篇”等 8个篇章的历史脉络，展

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百年历史图谱；一句
句感人肺腑的挚言，一段段倾注真情的回忆，

满怀爱党爱国之情，穿越厚重的历史直抵听

众心间。 本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