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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 85 号召开了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

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

义进攻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围剿”苏区红军等抗议书，并成立

了中国分会，宋庆龄为中国分会主席。会议使中国进步力量与

世界反战力量紧密联系，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汇入国际反法西斯

斗争之中。曾为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的提篮桥监狱，号称远东第

一监狱。这里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为二战胜利后中国境内

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同时也留下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王孝和烈士等革命志士的罪恶。

先进文化在此策源勃发

作为先进文化策源地和文化名人聚集地，虹口四川北路横

浜桥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藏龙卧虎之地。

围绕着如今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一带，聚集了英、法、日、荷、

西乃至伊斯兰风格的建筑，而众多彪炳中国史册的文坛巨匠和

革命先驱也都曾在此留下身影和故事。

倘若把四川北路比喻成一颗树的主干，把山阴路、长春路、

溧阳路、多伦路等看做是它的枝丫，这里散布着的历史名人旧

居和革命史迹，让横浜桥一带化身成一幅海派文化甚至是中国

现代文化史的展示画卷。

位于横浜路 35 弄的景云里，建于 1925 年，是一片砖木结

构的三层石库门里弄住宅。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鲁迅、茅盾、

叶圣陶、柔石、冯雪峰等一批文化名人先后在景云里住过。他

们在这里倡导左翼文化，构建文化理想。景云里由此成为闻名

中外的历史文化名里。

四川北路与多伦路之间的永安里，为新式里弄住宅，建于

上世纪 20-40 年代。住宅使用了简化的欧洲古典建筑语汇，形

成欧洲近代城市集合住宅的特征。过街楼上的山花门饰仍留有

石库门遗迹，是当时上海海派居住建筑的特征。中共地下党组

织曾在永安里设置秘密联络点，周恩来、邓颖超、“左联”盟

员安娥、舞蹈家陈爱莲等历史名人也曾在永安里驻足和生活。

四川北路近多伦路口的拉摩斯公寓，建造于 1928 年。1930

年春，鲁迅因被国民党政府密令通缉而秘密迁入这里。鲁迅在

此曾会见陈赓，两次掩护瞿秋白夫妇避难。冯雪峰也曾搬入这

里的地下室居住，与鲁迅一起编辑出版《前哨》，纪念“左联

五烈士”。

多伦路 201 弄 2 号，是中华艺术大学旧址，也是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会址。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华艺术

提篮桥监狱。图片提供 /《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