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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旧居
与延中绿地相融

神州导览

辽东山区，莽莽青山、河流纵

横，神秘的本溪水洞就隐逸在这山

水之间。位于辽宁本溪市东部山区

的本溪水洞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是迄今已开掘的世界最长地下

大型石灰岩充水溶洞，洞中奔涌的

地下暗河可谓一绝。

走进拱券状巨大的洞口，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可容纳千人的迎客大

厅。过大厅入旱洞，状如蟠龙蛰伏

的旱洞，穹顶高低错落，洞中厅隧、

廊道宽窄相间，曲折迷离。徒步穿

行，边走边赏，斑斓饰光点缀其间，

石笋、石柱、石瀑、石钟乳星罗棋

布。过旱洞入水洞，河道沿洞体曲

折逶迤，幽秘的暗河奔涌不竭……

登游船，泛舟溯流，仿佛随流波穿越

那亿万年地质演化的浩瀚长河。舟

行数里，仿佛迷航仙宫异境，沿途各

色岩溶奇观和着幻光幻彩倒映水

中，清冽的水波映着幻影流光，奇境

异象，独此洞天。 夏菁岑

本溪水洞
独此洞天

八角寨又名云台山，位于广西

资源县梅溪镇大坨村和湖南新宁县

崀山镇的崀山景区交界处，地处五

岭山脉的西北侧余脉，资源八角寨

—新宁崀山已经形成一个复合型整

体景区。

八角寨景区主峰鹤立鸡群，属

典型的丹霞方山，分布125平方公

里，主峰海拔818米，因山巅有八个

翘角而得名。受风雨蚀化程度不对

称的影响，八角寨西、南、北三面绝

壁，仅东南面有曲径可登。龙脊天

梯在狭窄而陡峭的山脊石梁上凿级

而成，石梁长约400米，高近百米，

嶙峋险峻，游客只能紧握铁索，攀爬

而上。降龙栈道则设在山体狭窄的

岩缝间，走在栈道上，上看有巨岩压

顶，下看是深邃洞渊。

登临山顶面西俯瞰，群峰耸立，

沟谷纵横，气象万千。晴时，蓝天、

白云、绿树、丹崖融为一体，构成一

幅气势恢宏的天然画卷；雾时，峰峦

涌动，云海飘渺，恰似鲸鱼闹海。

沈琦华

八角寨风光
别具一格

“一座东兴楼、半部庄行史”，位于庄行毓

秀桥旁的老茶楼“东兴楼”，见证了这座奉贤

古镇的发展历史。

庄行自古就是江南鱼米之乡，盛产棉花

和稻米。庄行早在宋时已成村落，元末明初

建成集镇。明洪武初年，庄氏人家迁入，在八

字桥头开设了一家花米行（经营棉花与米的

商行）。因主人善待客人，日子一久，远近百

姓将上集镇习惯说成“到庄家行去”，“庄行”

由此得名。

虽然庄行是上海土布的发祥地之一，但

是相比其他古镇，庄行老街不算热闹。走在

路上，远远能听到东兴楼里传来委婉软糯的

沪剧唱腔，茶楼大门上悬挂着黄色旗幡，硕大

的“茶”字迎风飘舞。东兴楼又名望月楼，是

一栋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古老茶楼，以往是品

茶聊天听书看戏的娱乐场所，现已成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展示厅。 沈琦华

东兴楼见证庄行古镇的历史
申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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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加入青年团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考入

长沙第一师范附设高小部读书。

高小毕业以后，他先后进入明德中

学和长郡中学读书。伴随着年龄

和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愈益强烈。

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任

弼时将拯救国家、改革社会当作自

己的人生理想和志向。1920年

夏，任弼时的远房哥哥任新典从上

海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

生，学好俄文后，可以被推荐去苏

俄留学。任弼时立刻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同班同学萧劲光。于是，任

弼时、萧劲光等六人奔赴上海学

习。

1920年8月22日，中国共产

党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

掩护青年团的革命活动，便于输送

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党组织在新

渔阳里6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外国语学社虽说公开向社会招生，

但学生中很多人都是经各地的共

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

绍而来。任弼时就属于这种情况。

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到后，住

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今黄陂

路）的宿舍里。不久后，上海共产

主义小组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等二

十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

1921年初，中共发起成立了

教育委员会，选派外国语学社中的

团员和青年30余人赴苏俄留学。

任弼时、萧劲光等决定从海路去莫

斯科。

1921年5月中旬，年仅17岁

的任弼时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

的邮轮，开始了找寻救国真理的征

程。这趟旅途历时两个月，行程

3500公里，直到1921年7月9日才

到达目的地。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任

弼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2年

初转为中共党员。

婚房在虹口大德坊
1924年秋，由于中国革命的

需要，任弼时提前毕业回到了上

海。党组织开始安排他到上海

大学任教，不久之后又决定让他

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

导工作。

任弼时到上海之后，居住在孟

纳拉路富康里482号（后改为延安

东路1472弄7号），此处离萨坡赛

路（即淡水路）66弄4号的共青团

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编辑部，

只有100多米的距离。富康里482

号是一幢单开间的两层楼石库门

房子，推门而入便是客堂间。顺木

楼梯走到二楼，后面是一个亭子

间，前面向南是一个卧室。那时，

任弼时尚未成家，他便住在亭子

间，里面只放得下一个单人床、一

把椅子和一张写字桌。

依照当时的惯例，团组织的书

记住哪儿，哪儿便是团中央机关的

所在地。平时，团中央领导开会、

商议工作，或是外地的团组织领导

前来汇报情况，都在富康里482

号，时间晚了便在这儿落脚休息。

碰到紧急情况，任弼时会穿过马路

从英租界转移到法租界的《中国青

年》编辑部。有时候，《中国青年》

的创办人恽代英也会从法租界躲

到英租界的任弼时处。延安东路

1472弄7号曾标识为“任弼时旧

居”及“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现在

成了延中绿地的一部分。

1925年5月末，五卅运动爆

发，上海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起

来。1925年秋，奉党中央指示，团

中央机关由孟纳拉路富康里搬迁

至北四川路大德坊。1926年，任

弼时和从长沙来沪的未婚妻陈琮

英在虹口大德坊的一间亭子间里

结婚。

此后，任弼时奉党中央指示

到广州考察团组织的工作，随后

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执委会第

6次会议。《中国青年》编辑部也

在编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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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于 1926

年2月搬离上

海转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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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湖南汨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任弼时
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始于1920年在上海加入青
年团。他辞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青年团机关
刊物《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稿。
任弼时在上海的足迹几乎都与共青团组织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