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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成的一种文化。它也能够被认作是

一种革命文化、革命精神，薪火传

承，代代不熄，从井冈山、遵义、

延安、西柏坡，一直到总书记提出

‘红船精神’，再到如今上海要追

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建党伟业’

的峥嵘岁月……何谓不忘初心？就

是一定要知道来时的路。红色文化、

红色经典，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的深远影响、宝贵经验、思想理

论体系等等，无论对战争年代、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风雨历

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

一定要大力提倡红色文化。”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当时只有 13 位代表；而到了

党的十九大，2287 名代表，全党逾

9000 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成为世

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难道这还不值得研究

吗？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富强，如

英、美、法等，都是通过侵略、掠夺

的手段达到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慧，依靠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胜利的果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两

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每个中国人

都感到兴奋。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

依然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明

天。”张黎明信心坚定。

谈及“建党在上海”，张黎明富

有洞见地指出，“一大”代表 13 人，

且多为南方人，这些精英何故选择上

海？因为交通便捷、通信发达、印刷

业发达，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上海成

了工人阶级的摇篮。此外，当时的“一

市三制”，在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提供了生存空间。“因此，共

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必然的。我再举个

例子，‘一大’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后来没去嘉兴南湖，毕竟是外国人，

不方便——而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什

么面孔都能进来，什么人都能容纳。

在这里，你可以重新出发，为自己铺

好一条通往成功之路。中共中央自

1921 年建党到撤离上海，长达 12 年

的时间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革命旧

址和遗址。”

江南文化支撑了海派文化、
红色文化

关于为什么“多为南方人”、

为什么在江南、为什么是上海的问

题，熟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复旦大

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亦很有发言权。

他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

化贯通起来审视，“建党也有一个

文脉，事实上，我们应该考虑到，

江南文化支撑了海派文化，间接支

撑了红色文化”。

李天纲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若

干坚实的论据。比如，江南文化的

典型案例——朱家角，是商务印书

馆创建者夏瑞芳的故里。而商务印

书馆一个最出名学徒的名字，叫陈

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

练塘古镇，算来离朱家角不远，亦

属于“红色染过的江南”。跟随陈

云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江

南—海派—红色”的线索，三者交缠，

促成佳话。

无江南，不海派。可从江南文

化中孕育的海派文化，实际上也离

不开一位重要的“助产士”，即“维

多利亚文化”。李天纲认为：“维

多利亚时代，一般定义为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初，而我们上海

开埠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那么在

租界里形成的那种现代文化，我觉

得可以称之为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化。

当时，杨浦区的杨树浦路一带，都

是水厂、发电厂、煤气厂、纺纱厂、

肥皂厂……上海近代工业爆发式的

生长，杨树浦是最好的范本之一，

所谓‘杨树浦奇迹’。我们的锯齿

状红砖厂房、各种各样的工业管道，

和香港、孟买、悉尼，包括旧金山、

西雅图的，形制都差不多……维多

利亚时代吹来的西风，姑且视为洋

派，这洋派文化和我们原有的江南

文化碰撞之后，相互渗透、吸收、

学习、改造，于是，海派文化诞生了。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不同的，它

还融合了洋派，不要忘记有这么一

个过程。（博采众长）这部分的内

容是最主要的，北京、广州、青岛、

汉口、天津……它们当年在‘开放、

创新、包容’方面被上海甩在身后，

是因为我们有抢先的势头，我们是

中西合璧的海派。至今，上海依然

自豪地走在时代的前沿。”

世人常有偏见，谓魔都崇洋媚

外，对此，李天纲强调，海派文化

固然崇洋——崇其精华，弃其糟粕；

却决计不媚外，上海抗入侵、反压

迫的斗争，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

　　红色文化、红色经典，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深
远影响、宝贵经验、思想理论体系等等，无论对战争年代、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风雨历程，都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