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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年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

号开始，改称《新青年》。1920 年，

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回到上海，《新

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

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 ( 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 )。而上海一系列建党的准备工

作，有许多是在这里完成的。由上海

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姚霏主编的《初

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

录》中，如此写道：“陈独秀在上海

的几处寓所中，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

（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是最著名的

一处。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

办公地，也是这位中共中央局书记的

寓所，后来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驻

地”。

从 2020 年 7 月 2 日开始，修旧如

旧的南昌路 100 弄 2 号对外开放。推开黑漆实木大门，穿过石

板台阶天井，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当年陈独秀的会客室。客

堂间醒目位置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

钟为限”。原来，1920 年时的陈独秀，就曾在此挂了一块黑板，

做了“十五分钟为限”的友情提醒。如今，小黑板下目见的一

把皮面靠背摇椅，仿若让人感到，那书生模样的陈独秀，会重

新进入这一个空间……

这样的感觉，在如今的金陵东路 279 号依稀尚能感觉到。

这里曾是《新青年》发行所，直到 1921 年 2 月，该发行所被当

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查封。

世人知晓度更高的，无疑是一大会址。“1921 年 7 月，在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的小楼里，在浙江

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只有 50 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相比，它是那样

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但它的诞生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李颖写道，“如今，这个最初只有 50 多名成员的小党，已走过

100 年辉煌历程，发展成为拥有 90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

的政党。”而之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上海

和嘉兴两地开完，还得提到当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按照苏智良

的说法，1921 年 7 月 30 日晚，正当一大会议进行过程中，突

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称走错了地方。

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

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场。十几分钟后，

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其后，代表

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决定到嘉

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一大召开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上海的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弄（今老成都

北路 7 弄 30 号）召开；在 1923 年三大于广州召开之后，1925 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

　　上海自 2016 年起全面启动实施的“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根

据 2020 年的复核统计，全市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
现共存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包括旧址、遗址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位于南昌路100弄内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摄影 /孙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