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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会场为一栋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

中共早期活动中，不仅仅多有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苏智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上海除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之外，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基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也是

当年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城市暴动的实验场、统一战线和

多党合作的策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隐蔽战线的

主战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新四军的后援地、反内战第

二条战线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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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智良看来，上海是一座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它吸纳着世界文化的精粹。“毫无

疑问，上海城市历史中的这抹红色，是近代上海发展中堪称亮

丽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苏智良向记者感慨道。

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苏智良所说

的“这抹红色”，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4 月 22 日晚上，

在位于上海市天山路 356 号的长宁图书馆，上海史专家、上海

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先生作了一次讲座，题为“上海城市集聚

功能与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尽管不是周末，可前来此地听讲

党史的市民并不少。讲座之后，现场有一位来自虹口区的社区

工作者向熊月之提问：“刚才您讲到了虹口区长治路的共产国

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这个红色遗址，我感触颇深。您如何看待

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兼容性和集聚性？”

熊月之如此回答：“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首先，江南文化是基础，海派文化是

在江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高原。海派文化是什么？它是以

江南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地缘文化的因素，

经过城市的集聚与升华最终形成的文化。其次，红色文化是海

派文化基础上的一个高峰，它是海派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因此，

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将眼光放

得更宏大一些就会发现，在红色文化中，江南人口的占比非常高，

因为江南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如何感受革命志士当年的感受

位于上海徐汇区天钥桥路与龙华西路之间的龙华烈士陵园，

周边早已是城市副中心的模样。即使在陵园内，抬头也能一眼就

看到陵园外的商品房高楼。如果不是走进陵园，如今的年轻人很

难想象当年的革命志士处于怎样的斗争环境。当年，这里是国民

党当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附近又是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

如今的上海，变化之大，连“80 后”的舞蹈演员王佳俊、

朱洁静也感觉很难一下子想象革命年代的模样。如何向如今的

“90 后”甚至“00 后”“10 后”讲述红色故事？这确实成了

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

“当我刚开始排练《永不消逝的电波》，接过兰芬这个角

色的时候，导演一再要求我在身体语言上避免仙女的气息。于

是，我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去思考，去体悟 20 世纪 40 年代生

活在上海的纺织女工兰芬，她该是怎么生活的。”4 月 27 日，

朱洁静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主创团队成员一起走进上海

师大校园，参加“成长有约”分享会时，在上海师大音乐厅舞

台上如此说。在接过兰芬这个角色之前，朱洁静曾在《朱鹮》

中饰演鹮仙。同样是在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展现女性之美，可

兰芬与鹮仙的动作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同为劳动妇女，20 世纪

40 年代的兰芬，也与 21 世纪 20 年代的妇女有所不同。朱洁静

不得不从老年人那儿去寻找灵感，或者从老物件中寻找体悟。

从第一次排练开始，朱洁静就收藏了一把蒲扇。此种过往年代

上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的蒲扇，在舞剧中用以表现兰芬生煤球

炉时扇风的情景等。对于出演了多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朱

洁静来说，这把经过多场演出、已经用旧了的蒲扇，似乎更能

表现出当年兰芬的心路历程。

而在王佳俊看来，饰演《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能

上海师大红色大寻访学生队伍出发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