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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1315弄是一条充满
烟火气的弄堂，这里曾住着伟
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工合运动重要发起
人路易 ·艾黎。上个月，路易 ·

艾黎故居对外开放。艾黎是个
热爱生活的人，这个小而美的
“会客厅”里，既有他喜欢的四
喜娃娃，也曾发生过惊心动魄
的“冰箱漏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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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喜娃娃
找到愚园路1315弄的号牌，径直

往里走就能看见一栋奶油色砖木水泥

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这幢房屋建造

于1912年，1932年至1937年期间，艾

黎曾在此居住。

虽然这是全新展陈的会客厅，却充

满了生活气息。壁炉中的炭火烧得正

旺，将小屋烘得暖暖的，也将湿冷的上海

冬天屏蔽在外。壁炉架子上有艾黎当年

在上海时拍摄的照片，黑白老照片特有

的艺术角度带出那个时代的摩登，艾黎

是个美男子，他微笑的侧脸至今看来都

很有亲和力。相架旁的“四喜娃娃”，据

说是艾黎生前非常喜欢的工艺品，四喜

娃娃乍一看是两个娃娃在嬉戏，仔细一

看是四个娃娃在玩耍，意趣盎然，惹人疼

爱，也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

进门右手边的衣帽架上，一顶全

黑的毛色依旧发亮的貂毛帽是艾黎在

20世纪60年代戴过的。壁炉前的榉

木方几是艾黎故居的遗物珍品，一对

沙发围拢在方几旁，是最家常也最温

馨的布置。

从建筑外观看，房屋室外有一扶

梯可直上二楼居室。虽然现在这幢房

屋住着好多户人家，但在艾黎居住期

间，他将底楼前厅用作会客室和餐厅，

后面则是厨房等辅助用房，当中还有

一间工作室，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

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

花园。去年，在长宁区委、工合国际、

华阳路街道的通力协作下，故居底楼

其中一间被还原为会客室的场景。从

挂有路易 ·艾黎故居的黑底绿字牌的

小门步入，几步就能走到这个会客

厅。在这个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内，

有书橱、写字桌、靠椅、茶几、

椅子、台灯、衣帽架等，这都是

参照当时的家具进行的复原。

化险为夷
会客厅在房间靠窗的写

字台上陈列着一台打字机。

这台打字机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艾黎旅行、度假期间外出

时使用的。《艾黎诗选》以及20世纪70

年代后出版的作品和一些旅行报告就

出自这台打字机。打字机由艾黎长孙

段海龙捐赠。窗口下陈列的发报机模拟

还原了当年艾黎在楼顶与前线红军保持

联系的场景。共产国际中国组曾在艾黎

顶楼的房间里设置秘密电台，与正在国

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

系。同住的甘普霖是上海电力公司的电

气工程师，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

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电台

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

一个星期日，艾黎正在走廊上喝

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

公司一名工程师组成的检查小组，正

在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挨家挨户慢

慢地查，一直查到艾黎家里。检查组

近在眼前，已经没有时间去拔掉电台

上的电线了。所以，艾黎他们就坐着

等。检查小组先去看在底层的厨房，

再去看冰箱，在那里的确发现了漏

电。艾黎的朋友、那位电力公司的工

程师说：“冰箱漏电！冰箱漏电！”于

是，艾黎把检查小组从底层的厨房请到

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

他们。当夜，艾黎等就把电台移往专门

为此物色的一套高层房间去了。

巧作掩护
不止传送情报，艾黎也曾帮忙掩护

革命同志。刘鼎是中国军工事业的奠

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上世纪

30年代，他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1935年的一天晚上，好友史沫特莱

带着一个人来到艾黎家，她介绍说，来

者是查尔斯：“他将在你们这暂住一段

时间。”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

员。后来艾黎才知道，查尔斯的真名叫

刘鼎。那段时间，艾黎已经是工厂安全

督察长了，配有公务车，这给了刘鼎等

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护。

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

部，表示愿在西北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托旧部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了

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刘鼎作为共

产党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在艾

黎的安排帮助下，刘鼎见到了董健

吾。经过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

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

的特点后，刘鼎决定接受邀请。路易 ·

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

面的行头。后来，刘鼎被任命为中共

驻东北军代表，在张学良身边做了大

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张学良坚定了

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后来与周

恩来的肤施（今延安）会谈、接受中共

团结抗日的主张奠定了基础，为“西安

事变”埋下了伏笔。

艾黎朋友圈
早在艾黎故居对外开放前一年的

6月，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就通过挖掘和

展示愚园路上的红色地标，率先打造

了“愚园人家红色印记”路易 ·艾黎微

展厅，成为受到市民欢迎的“家门口”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微展厅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厅

内布展分为五个篇章：“走进愚园路

1315弄”“路易 ·艾黎在1315弄的革命

义举”“路易 ·艾黎在中国”“路易 ·艾黎

的‘朋友圈’”“路易 ·艾黎留给我们的

是什么？”

路易 ·艾黎故居开放后，与弄堂口

路易 ·艾黎微展厅相辅相成，共同承载

着愚园路街区党群服务阵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的功能。之后，这里也将成为

居民、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的议事空

间，让人们在“家门口”感悟身边的红色

历史与文化。

从路易 ·艾黎微展厅的筹建、运行

直至路易 ·艾黎故居开馆，与路易 ·艾

黎“同住”一条弄堂的愚园路1315弄的

居民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群“故居守护人”大多都是土生土长的

“原住民”，其中部分年事已高，儿时还

曾在弄堂里见过路易 ·艾黎本人。

居住于此的新老住户都十分支持

对故居的保护和传承。此前路易 ·艾

黎微展厅筹备期间，已有许多居民主

动参与其中。去年，故居能够顺利完

成修缮也离不开居民的认可和支持。

邱力直言：“许多居民对位于弄堂大门

口的艾黎故居都有深厚的感情，很希

望故居能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传承，尽

可能用好这处宝贵的红色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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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路易 ·艾黎，1897年 12月 2日生

于新西兰。1927年4月21日，他来到

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

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是国内现

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

际性社团组织。1937年，路易 ·艾黎

与斯诺夫妇一起酝酿筹备工业合作运

动，组织抗日战争下的失业工人和难

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战前线。

1992 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

准，艾黎位于愚园路的这一故居被列

为名人故居，同年6月公布其为市级

纪念地。2014年，上海路易 ·艾黎故

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

3月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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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那些故

事藏在蜿蜒曲折的小马路里，也藏在纵

横阡陌的弄堂里。前不久，在工合国际

委员、华阳路街道姚家角居委会主任、路

易·艾黎故居志愿讲解员邱力的引导下，

我们走入路易·艾黎故居，在那栋仍有居

民居住生活并被保护着的老建筑中，寻

觅他的足迹，感受他留下的生活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