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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轮值店长”，这是张文宏医生 5 月 7 日下午出现

在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亚青中心青书馆时亮出

的新身份。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毫无疑

问，张文宏也是复旦人。来到邯郸路校区的他，是来参加“思

南·初心书房”复旦站启动仪式的。

当天，张文宏向复旦学子荐书——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王为松一起，向复

旦师生荐读党史书籍《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今年的“五一”假期，“思南·初心书房”推出的红色

文化主题快闪店，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集中

展示一批精品图书，成为上海不少地方的亮丽风景。与此同时，

在地铁 1 号线徐家汇站“地铁文化长廊”，一场“海派之源

中的红色基因”主题展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国歌展

示馆推出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片展”，立体、

生动地再现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阔篇章……

至于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杨浦图书馆、上海孙中山

故居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在“五一”假期也都推出系列红色

主题活动，以此引领人们追寻前辈和先烈留给上海的宝贵历

史记忆。据上海市文旅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纳入假日监测统

计的 8 家红色主题类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 7.42 万人次。有

媒体评论称，红色之旅成为上海假日出游的新热度，红色地

标成为上海假日目的地的新首选。

能在都市里找到如此多红色印记——无论流动的快闪仪

式、主题展，还是固定的红色地标，显示的则是上海，这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底

色，是红色的！

红色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翻阅学林出版社推出的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

部主任李颖的新著《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可以看出，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党的活动非常频繁的城市就是上海。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

他是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第一人。”李颖在书中写道，李大钊曾于 1919 年在《新

青年》第 6 卷第 5 号、第 6 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当时的《新青年》杂志已经搬迁到北京。追溯这本杂志的缘

起，则是陈独秀于 1915 年于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的《青
中共一大纪念馆国旗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