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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地以外，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

的红色纪念地有待发掘。除了在当

年的市区石库门弄堂里有红色纪念

地以外，在当年的城郊接合部同样

有红色往事。“三年前，听说有位

赵景国先生撰写了《徐家汇赵巷红

色印记》，才知道如今的辛耕路天

钥桥路一带，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苏智良说，“赵景国先生原本就是

徐家汇赵家族人。赵巷本是赵家于

明末清初从浦东三林塘迁居徐汇肇

家浜后所建，是当年江南常见的绞

圈房子。赵景国出生并长期住在赵

巷 10 号。他从小经常听族中老人

讲赵巷的往事。”譬如赵巷 5 号，

1909 年诞下一个男孩赵子云。他成

为赵巷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中

国公学药学系毕业。1930 年 12 月，

沙千里、许德良等人发起成立进步

社会团体蚂蚁社。赵子云成为蚂蚁

社骨干。那时，中共党员关露下班

后常脱下旗袍和高跟鞋，换上对襟

短袄和布鞋，来肇家浜一带的工厂

开展活动。1934 年她与赵子云相识

后，就在 5 号的客堂里与赵子云一

起创办识字班，每周 3 次，参加者

多为五洲药厂的女工。赵子云还冒

着极大风险帮助地下党陈其襄、李

剑华等做了大量工作。后经党组织

同意，赵子云通过竞选担任国民政

府徐汇区副区长，并开汇丰木行，

自任经理。通过这样的身份，赵子

云便能更好地掩护上海地下党文委

艾寒松等人。艾寒松是生活书店邹

韬奋的助手，1935 年因化名易水所

作《闲话皇帝》一文涉及对日本天

皇有“不敬之词”，而惹得国民党

当局惩处，轰动一时。艾寒松 1938

年入党，1941 年与赵巷 7 号家的女

儿赵金秀结婚。婚后，艾寒松夫妇

到苏北工作，艾担任《盐阜报》总

编辑。

苏智良说，当他得知赵巷的大

致情况后，就找了几名学生，一起

挖掘徐家汇赵巷的革命活动往事。

“在 1946 年后，19 号的小阁楼成

为交大穆汉祥、赵维龙等民众夜校

革命者的活动地点。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共徐龙区党支部成员在赵巷

19 号小阁楼过组织生活，由已是中

共徐龙区委委员的穆汉祥传达解放

军已经渡江正在南下的消息，并商

议如何扩大人民保安队，以迎接上

海解放。不幸的是，穆汉祥于 4 月

30 日被捕，5 月 20 日与另一名被捕

者——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

青年联合会会员、中国科技协会交

大联络处负责人之一史霄雯同时就

义。他们被枪决的地点是闸北宋公

园。如今，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

仍矗立着穆汉祥、史霄雯烈士的墓

碑。”

1984 年在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

局长任上离休的刘大明老人，原名

赵刘根，1936 年参加上海读书生活

出版社时改名赵子诚，1940 年由重

庆赴太行山办华北书店时，在重庆

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改名为刘大明。

据他 2010 年时回忆，自己的父亲赵

琴舟曾在曹家渡某缫丝厂当工人，

后来到法租界公董局医院当帮厨。

自己的母亲当了一辈子工人。平时

在家，母亲不仅要洗衣、做饭，还

要自己做酱瓜，腌萝卜干，要种菜、

浇水浇粪、锄草，为黄瓜、豆角等

搭架。可如今的赵巷原址辛耕路天

钥桥路一带早已融入上海城市中心。

“漫步辛耕路上，当年赵巷的一座

座绞圈房子，早已变成了一幢幢高

楼大厦，已无近代赵巷的一丝痕迹，

令人无限感慨。”苏智良对记者如

此说道。

如烟往事不该就这么消散

从如今上海轨道交通 4 号线大

连路站 2 号出口出来，走不了几步，

就是国歌纪念广场。广场上有一尊

雕塑，抽象中略带具象，似风云际

上图：国歌纪念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