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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碑名，陆定一撰写的碑文镌刻于背面，记述五卅

运动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南北两侧的两块碑体，背面

各有一组展现五卅斗争历史的青铜浮雕。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共一大纪念馆

陈列研究部主任房中称：“在纪念五卅运动 60 周年之时，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总工会重建五

卅运动纪念碑。纪念碑主体碑体、地坪、道路和基座的

花岗石，均采自泰山，寓意烈士牺牲比泰山还重。”房

中还表示，最开始树碑处距五卅烈士流血处向西 300 米。

后因市容改造，搬迁至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侧绿地。

不会被湮没的历史

因何称“重建五卅运动纪念碑”，在中共一大纪念

馆专题展厅“热的血”专题展上能够找到答案。“蔡元

培撰文的这块残碑，是 1950 年由上海市总工会在一片荒

弃的墓地中发现的，发现时已是残碑与碎片。”房中告

诉记者，“1926 年五卅运动周年时，上海人民为了纪念

牺牲的烈士，在北宝兴路方家木桥北面筹建‘五卅’烈

士墓。1938 年，亦即日寇侵占上海后的第二年，烈士墓

被毁。残碑被发现后，于 1954 年起由上海革命历史博物

馆筹备处（现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

此次在展出前，残碑已有 30 多年未动。高 2 米——

连铁架达 2.3 米的残碑，预估重达 1.2 吨，且底部、背部

包裹的铁架，特别是底部的铁架锈蚀风化严重，出现粉状，

有一根膨胀螺丝嵌入连接两块残碑的水泥用于固定。“确

定展出后，我们邀请专业的文物运输公司、消防等单位

现场论证，经过多番讨论和数据测算，确定了运输方案。”

房中说。

如果没有 1950 年的那次发掘，也许五卅烈士墓碑被

发现的时间会晚些，但终究会有被发现的一天。毕竟，

当年的北宝兴路方家木桥一代，如今的广中路附近，城

市面貌经历过几番变迁。亦即城市建设不断进行，总有

发现的机会。

本次展览所陈设的，诸如中国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

运动的总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

以及展现工人、学生、商人团结抗争的各类传单、宣言、

标语、信件以及使用的多种工具和自制武器等与五卅运

动深度关联的文物、文献，计 127 件革命文物或复制品，

包括 11 件一级文物，35 件二级文物，44 件三级文物，

其中不乏鲜少露面的珍贵文物。展线中融入 AI 黑白照片

动态色彩还原、红歌生成等互动设置，为观众打造了科

技与历史深度融合的观展体验。借助触摸屏，观众可以

通过点赞党开展工人启蒙教育的巧思理念，助燃工人运

动的星星之火；还可以自由选择歌曲风格，定制专属的“五

卅”热血歌曲，在创作中感悟革命精神。

比如，五卅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发展数据表显示：

党员人数，1925 年底较 1925 年初增长了 10 倍。基层组

织覆盖数量，1925 年底较 1925 年初增长了 3.6 倍。“文

物后的背板上，我们也把原先常见的图文用几何方式进

行了更多元化的突破：历史场景的呈现、生动的剪影、

汇总的图表，展示在有限的空间里。”薛峰说。

五卅的百年印痕，当然不仅仅在展出现场。诸如位

于静安区宝山路 403 弄（原宝山里）2 号五卅运动初期上

海总工会遗址——1925 年 5 月 31 日晚上，在瞿秋白、蔡

和森、李立三等的领导下，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

成立上海总工会。会议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

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长 ( 相当于秘书长 )。6 月 1 日，

上海总工会在这里正式成立，公开办公。1925 年 9 月 18

日，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委员长李立三遭通缉。上海市

总工会转入地下，秘密办公机关设在狄思威路麦加里，

亦即如今的虹口区溧阳路 965 弄 21 号。这里见证了 1926

年上海总工会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下，参与组织

工人武装起义。1927 年 3 月 21 日，上海工人从罢工转为

武装起义，总同盟罢工令在此发出。探访这些旧址，更

能体会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

所拥有的无上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