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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积扩大了一倍，还设置了全市首个国旗教育展示厅。1925 年建

成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以“1925 书局”的名字再度与读者

见面，为虹口又添一处红色主题文化阅读空间。在这里，陈云

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家上海唯一至今

持续开业近百年不断的书店，还是鲁迅先生过去常来买书和领

取稿费的地方。左联会址纪念馆、李白烈士故居等红色场馆也

先后完成改扩建，并完成“留学勤工俭学出发地汇山码头”等

革命遗址旧址纪念标识树碑。

虹口还分批次推进了景云里鲁迅等文化名人故居群、公平

路聂耳旧居、海伦路沈尹默故居、大陆新村茅盾旧居、溧阳路

郭沫若旧居等保护性利用和开发。鲁迅先生最后十年生活在虹

口度过。虹口从 2019 年起推出了“鲁迅小道”，串联起景云里、

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左联会址纪念馆、内山书店旧址、多

伦路文化空间等 6 处与鲁迅先生关联密切的点位场所，让市民

群众可以漫步鲁迅小道，走进历史、体味文化、感悟文学家鲁

迅及其人格魅力。

2021 年鲁迅先生诞生 140 周年和逝世 85 周年之际，“鲁

迅小道 2.0”升级亮相。鲁迅先生曾举办过木刻讲习会的“木刻

讲习所旧址”陈列馆也对公众开放；见证了鲁迅与日本友人内

山完造友谊的内山书店旧址，也被打造为一个以书为本的小型

文化综合体——“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此外，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展陈面积扩大 4 倍后去年重新

对外开放，扩建期间成立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国际咨询委员

会；今年初，已有 80 余年历史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雷士

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将变身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

创意设计研究院；位于四川北路武进路的“今潮 8 弄”从 2020

年起开始进行保护修缮，60 幢石库门和独立建筑、8 条百年弄

堂被原地修复并赋予其新的商业、文化和艺术功能，如今已成

为上海最火热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近年来，重磅文化活动也不断在虹口北外滩“解锁”。世

界城市文化论坛在虹口举行，专家学者云集北外滩，为提升城

市软实力献策；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落户虹口，北外滩滨

江之畔的“上海最美书店”建投书局成为主会场，首开一家书

店承办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先河。

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活化，虹口的“红色”

与海派兼容的文化基因得到了更好的传承，红色血脉得到了赓

续。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广为流传的红色故事，成为催人奋进的

精神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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