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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究生的毕业，他的寻访红色地标的团队也有了一定的人员更替。

更年轻的学子加入进来。4 月 21 日，上海师大发布了百支学生

队伍红色大寻访任务书，学生们将深入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学

党史，在寻访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依托《初心之地》一书的成

果，百支红色大寻访学生队伍，推出“建党的旅途”“共青团

的足迹”“荣耀的召唤”“思想的光辉”“隐蔽的战线”“永

恒的凝望”“文学的繁荣”“创刊的历程”“奋进的歌声”“工

人的力量”十条红色寻访线路。学校方面则将开发相应的党史

学习教育微课程，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对于更广大的市民、游客来说，自 2021 年 4 月 18 日起，

上海推出一条党史学习巴士线路，途经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

五卅运动纪念碑、浦东开发陈列馆等 20 多处红色地标，把上海

珍贵的红色资源串点成线，将历史故事和现实场景相结合。

家底保护与更多发现

自 2016 年以来，上海擦亮“红色名片”，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让一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上

海“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党的诞生地”成为上

海的鲜亮名片。

其中，上海重点推进“一馆五址”的保护利用。“一馆五址”

具体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预计 7 月 1

日前正式开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 年）分别于去年 7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完成文物修缮和临展布置；中共中央军委机

关旧址于 2019 年底完成文物修缮，已于 5 月 10 日正式开馆；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目前正在进行修缮收尾和展陈策划布置。

以一大纪念馆为例。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

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建展馆总

建筑面积约9600平方米，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3700平方米，

较此前近 1000 平方米的老展厅有大幅提升。展厅将布置“伟大

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综合采用文物、

图片、视频、油画雕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展示手段，

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聚焦建党初期在上海的革命

实践，各类展品逾千件，实物 600 余件。

除了“一馆五址”以外，其他红色地标的修缮也引人瞩目。

譬如杨浦区国福路 51 号小楼。这里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

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 1956 年到 1977 年在复旦大学的寓所。陈望

道旧居，按说不是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上海解放期间的红

色资源。但如今此地已成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并作为复旦

大学校史馆专题馆对外试运行。这座小楼的保护和修缮，也是“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的成果之一。据统计，过去 3 年，沪上

先后修缮了茂名路毛泽东旧居、张闻天故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旧址、团中央机关旧址、宋庆龄故居、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 15 处重要革命史迹。 

为了强化红色资源保护的制度保障，上海积极推动立法，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有望在“七一”

前正式颁布实施。上海还按照“遗址树碑、旧址挂牌”的方式，

对重要红色旧址、遗址开展树碑挂牌工作，进一步提升红色文

化的影响力和保护力度。 

今年“七一”前夕，上海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又将出炉。

在此基础上，上海策划建设红色资源宣传教育新媒体应用平台，

预计将于今年 6 月前后推出 1.0 应用版本。

对于调查、研究、保护红色革命历史，苏智良认为，未来

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实地调查与

文献考辨相结合，争取获得更多信息。之后，可由权威机构组

织评审、认证并确定名单。然后综合考虑保护方案，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予以落实。”苏智良说，“如有些条件许可的旧

址，可以建立纪念馆、博物馆；老建筑濒危的需要修缮；建筑

已消失的，应建立纪念性铭牌、雕塑，或者通过二维码 + 手机

APP，再现历史信息和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红色革命

文化方面尽管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未来之路仍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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