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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初，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军阀

迫害，南下上海。他到上海后，先

在自己的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孟

邹处住了一阵子，然后于当年 4 月

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老渔

阳里 2 号本是辛亥革命元老、安徽

都督柏文蔚的寓所。这幢老式石库

门里弄住宅，砖木结构，走进大门

就是一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个小

天井。建筑面积约 140 平方米，一

家人住已经比较宽敞了。

陈独秀与柏文蔚是安徽老乡、

旧相识。他住进老渔阳里 2 号后，

这里还曾接待过俄共（布）远东局

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在这里多次召开先进知识

分子座谈会。陈独秀在这里发起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立共

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这里，陈独秀

等人经讨论决定派最年轻的党员俞

秀松到新渔阳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此后，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教

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中共发起组

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都曾在这里

办公和居住。中共发起组成员陈望

道也曾在楼下厢房居住，并编辑《新

青年》。

徐建刚认为，陈望道是当年中

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传播

者，也是中共早期党员和领导人。

“陈望道与这栋房子的结缘，首先

在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

徐建刚说，“陈望道在这里翻译《共

产党宣言》。渔阳里 2 号见证了《共

产党宣言》中文版孕育、出版的过

程。更大的意义在于——在陈独秀

赴任广州后，陈望道负责《新青年》

的编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早期，实际上，《新青年》杂志从

原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

见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 8 人发起

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团

中央机关也正式建立。

而在新近由苏智良、姚霏主编

《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

全纪录》一书中，被徐建刚提到的老

渔阳里 2 号，排在中共一大会址、中

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之后，并已将之

标注为“陈独秀旧居暨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成立地”。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苏智良教授认为，老渔阳里实

际上是中共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当年，

陈独秀在这里推动全国建党。在徐建

刚看来，老渔阳里 2 号不仅仅是历史

伟人陈独秀的居所，更是中国近代重

要历史现场的见证和发生地，是当年

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中共最早

的领导机关的所在地。

从学术观点上看，苏智良与徐

建刚不谋而合——渔阳里的价值，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不仅是渔阳里——在苏智良看

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

“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中堪

称亮丽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上

海城市文化研究中必须列入的重要

课题”。苏智良和他的团队，花费

十余年之功，通过学术研究和实地

调查，基本“绘”就了上海近现代

红色革命文化的图谱。

今年 6 月，当《初心之地》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

的时候，有评论认为，苏智良团队

的这一成果，为上海留存更多样化

的城市精神和人文底蕴，并进一步

推进上海市优秀历史文化旧址遗址

与历史文脉的保护，贡献了力量。

从“柏公馆到陈公馆”

老渔阳里 2 号的地址很清晰。

右图：《初心之地——

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

全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