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www.xinminweekly.com.cn

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为，她从未见过面的奶奶向警予，将在这里和她“隔空对话”。

最终，当看到屏幕上的奶奶动起来的那一刻，蔡予眼角有

泪光闪烁。想说的话有很多，最后化为一句：“奶奶，我很想你。”

向警予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创始人”，也是中国妇

女运动的先驱。她和蔡和森生下蔡妮、蔡博一双儿女，蔡予是

蔡博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一个。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场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

年报社、共青团上海市委共同主办的“穿越百年，叩问初心——

‘时光之镜’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蔡予与奶奶向警予的这场对话，便是活动启动仪式上的重

要环节。通过这场活动，在线下借助“时光之镜”，相隔百年

的两代人，得以实现了在上海渔阳里广场互动对话。

100 年前，渔阳里一边是《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寓所，

另一边是培养共产主义早期干部的外国语学社，以及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第一个早期组织旧址，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

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

如今，游客市民通过最新的虚拟 VR 技术，不仅在这一上

海著名的红色地标，“见”到了百年前的革命先烈，还听他们

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以及那个时代的革命故事。

这一次在渔阳里广场，被“请回”的 5 位先烈，除了向警予，

还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的中学生邓恩铭，翻译《国际歌》

第一个可传唱版本的瞿秋白，红十军的创始人、曾在狱中写下

《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

5 月 3 日晚，一群年轻女孩来到这里，以“时光之镜”为

背景拍照。此时，她们身后的屏幕里，正传来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陈延年”向当代青年寄语。他说：“我们要的，是一

个自由的新世界，是一群幸福的新国民。”并向当代青年提问：

“今天，你感到幸福了吗？”

而线上和线下的年轻人们也在用实际行动回应这些提问：

“我们现在经历的和平与幸福，是百年前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光明。

为此我们要谢谢你们，我们很幸福。”

“党史巴士”

众所周知，上海拥有数量众多的红色地标。百年中国看上

海，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和成长，红色基因在城市血脉中根植流淌。那么，是否有可

能通过特殊的红色课堂，让这些遍布城市的红色基因被联结起

来？

2021 年 4 月 18 日，由浦东新区一手打造的“党史巴士”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天是浦东开发开放 31 周年纪念日，而“百

年党史路，奋斗新征程”党史学习教育巴士也在同一天启动。 

在去年“四史巴士课堂”成功运营的基础上，浦东新区推

出的“党史巴士”以中共一大会址为起点，途经渔阳里、中共

二大会址、五卅运动纪念碑、外滩陈毅广场、浦东开发陈列馆

等 20 多处红色地标，终点则设在“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浦

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所在地——浦东展览馆。

围绕车览“百年党史在上海的精彩演绎”这一主线，“党

史巴士”把上海珍贵的红色地标串点成线，将历史故事和现实

场景相结合，打造出一堂跨越浦江两岸、贯穿百年历史的精品

党课。

“密室逃脱”、虚拟视听，以及串联起上海各个红色地标

的党史巴士，它们无疑代表着当下新潮流与新技术。过去，人

们很难将其与传统红色课堂联系在一起。而近年来，它们已经

成为上海红色地标与红色课堂之间的全新载体。

科技赋能、思维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上海的众多红色地标

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历史基底。当这些因素碰撞在一起，便产生

了新时代思维的火花。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到来之际，红色

地标里的红色课堂，得以焕发出崭新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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