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会掩人耳目

红色宝藏
掩不住

    随着上海红色资源发掘保护

利用的不断深入，上海是红色宝藏
地的事实越来越明晰。仅市中心的

静安区， 截至今年 6月 10日市文
旅局的统计，就有旧址 27处、遗址

26处、纪念设施 10处，包括毛泽东
旧居陈列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

关历史纪念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纪念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
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以及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
馆———这里是 1928 年至 1929 年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直至彭
湃等四烈士被捕……

据市文旅局发布的《上海红色
文化地图（2021版）》显示，全市已

有红色文化景点 379处。其中黄浦
区、静安区、虹口区最多———这也

正是革命志士当年最活跃的区域。

近年来，随着我们对党的历史研究

更加深入，红色资源发掘保护利用

更加关注，证明上海确实是红色文
化富矿，确实是一座英雄城市。 通

过对这些红色景点的全面认识，

将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澎湃的
革命血脉始终在涌动， 指引我们

前行。

小将崛起
天使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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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赵玥）一滴水经由湖面慢
慢荡漾，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激励一代又
一代的教师……一部平实质朴的话剧《清清

涟漪》在教师节之际首演。
如果说教育是一项充满爱的事业，那反

映这项事业的作品无疑也是温暖、诗意而充满
正能量的。它不是波涛，不是激流，而是微风轻

轻荡起的涟漪。涟漪的意象贯穿舞台表现，让

观众产生丰富的艺术联想。剧中的主人公连
老师和教育的特性一样，潜移默化地流淌，却

又能不断流向远方。

连老师从青年时代烙印下“一切为了民
族”的校训开始，就种下了一颗爱国家、爱民族

的赤子之心，始终坚信“教育改变人、改变民
族、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特殊时期她对逆境淡

然处之，对伤害过她的学生宽容待之；做班主
任，她坚持带最不好带的班级、管最难管的学

生，践行“做老师，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学生”。

走上管理岗位后，连老师坚守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阵地，她倡导“国家越是改革开放，就

越是要守住语文这一民族文化的根脉”；她推

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身体力行投入到
年轻教师的培养之中。连老师思考教育作用

的高度、思考师生关系的温度、思考教育未来
的远度，体现了情怀与胸怀兼具的大格局。

在戏剧结构上，该剧打破了人物传记剧
以人物历史阶段为划分的线性结构，而是采

取反映人物教育思想的七个场景片段，如初

为语文教师的一堂公开课、第一次面向全市
的教改公开课、特殊时期为学生上的特殊一

课等场景。

基于片段式的结构方式，这部剧设置了
两个连老师的角色，一个作为引导剧情的叙

事者、探究思想的发问者，一个作为经历故
事的当事者、阐述思想的作答者，两个连老

师相互对话，既为舞台上的时空穿梭创造了
条件，也为人物思想和精神的外化提供了渠

道。

《清清涟漪》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
市教委指导，上海戏剧学院创排，是上戏庆祝

建党百年的三部重大题材剧目之一，也是其中
唯一一部历史跨度大、聚焦现实问题的话剧作

品。该剧的创作团队绝大部分来自于上戏的
教师和校友，是上戏人以教育者之心塑教育者

形象的一部致敬之作。

    原址一楼的案桌上，有一台老式台

钟，它的时间永远定格在 1929年 8月
24日的下午 4时，这是军委四烈士被

捕的时间。
当时，中央军委、江苏省委军委在亭

子间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有中央军事
部部长、中央军委主任杨殷，中央军委委

员彭湃、颜昌颐，兵士科科长邢士贞和上

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
下午 4时许，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的数辆红皮铁甲车突然呼啸而至，大
批荷枪实弹的武装巡捕、军警破门而

入。因事发突然，后门和弄堂路口又有
重兵把守，根本无法撤离，杨、彭、颜、

邢、张等 5人当场被捕。

中央在查明叛变者是白鑫后，立即
向在沪党员发出警报，并指示周恩来率

中央特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但唯
一一次押解途中武装解救的机会，却因

错过时机而失败。三天后，由周恩来接
替杨殷担任主任一职，之后党的军事工

作由周恩来主要负责。

行刑前，彭湃在墙壁上画了一条
龙，说自己快要“飞龙升天”，杨殷也坦

然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两人联名
写信给周恩来：“冠生暨家中老少……

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
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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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涟漪》展现师者大爱

马上评 你知道吗，上海不仅是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中央
军委机关的成立地。在静安区新
闸路与大田路交汇处，一座旧式
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日前修缮
完毕，迎接参观者。这座中共中
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59 年
前就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
单位。让不少第一次踏入的参观
者疑惑的是，中央军委既非在这
里成立，也非从这里撤离，为何
会在此地成立纪念馆呢？

搜捕突如其来

信仰穿越时空

    从监狱走向刑场时，彭杨颜邢四位同志唱着《国际歌》，引

得狱友痛哭失声，连看守都为之掩面。1929年 8月 30日，他们
在龙华英勇就义，用信仰和鲜血绘就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展厅正中，抬头望去，一封封泛黄的书信字里行间流露着
先辈们崇高的家国情怀，四周的立柱上则以诵读革命家书的

互动形式向大家传递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广场处，这是游客接受情景党课教育

的地方。白墙上有一幅青铜浮雕，四烈士挺拔站立，目光炯炯，

凝视远方。画面中若隐若现的上海老弄堂、外滩老建筑，隐喻
了城市与家园的时代苦痛，使四烈士与上海这座城市永远连

结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的早期实践与探索，淬炼了人民
军队的忠勇品格，根植了人民武装的红色基因，为人民军队的

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理论奠定了坚定基础。
军委自成立至 1933年 1月离开上海，历史的新篇章在苏

区展开。广大革命群众踏着先烈们的足迹，继续革命事业，最
终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本报记者 赵玥

    一句话足以解疑答惑：1928 年至

1929年间，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
在地，直至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

等军委同志在这里开会时被捕。

走进新闸路 613弄 12号文保单位

的小楼，这是非常典型的石库门建筑，
一楼是客堂间，二楼北侧的亭子间，正

是军委会议室。一张麻将桌，四条长凳，

这便是这个逼仄的亭子间全部家具了。
周恩来、杨殷、彭湃等军委领导人经常

到此处秘密开会。为了掩人耳目，他们
伪装成打麻将的样子。

纪念馆负责人葛尹介绍，当初着手

修缮这幢房屋时，亭子间和曾经的样子

大相径庭：东侧加开了一扇窗，房间扩

容了不少，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修缮时，
纪念馆封了东窗，恢复亭子间原先的大

小和模样。一墙之隔的 14、16、18号三

栋普通民居，打通成了陈列展厅，游客
可从丰富的展陈中追溯到周恩来、杨

殷、彭湃等革命元勋的事迹。
展览的主题叫“风雨经远里、军史

丰碑地”。“经远”二字源自这条里弄的
名字叫经远里，“经远”有经涉远途、作

长远谋划之意，也象征了中央军委在上

海筚路蓝缕、运筹帷幄的斗争岁月。
展品中有一张边角粗粝的信纸，用

了黑色和蓝色两种颜色书写会议记录，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八七紧急会议时写

下的。纸张最上端的蓝色字体部分，记
录下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以后要非

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
得的。”这是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

最早文字记录。

□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