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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南昌路狭窄的人行道上，在
100弄门口一拐弯，就踏进了石库门
里弄。脚步不自觉会停在 100 弄 2
号的门前，因为白色外墙上青石色
的铭牌很引人瞩目，上面刻有“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等字样，这处1980年公布的文物
保护单位铭牌镶嵌在略大一圈的大
理石碑上，被嵌挂进白墙中。有了这
块铭牌，好似标明了这间屋子的与众
不同。

屋子40年来的主人叫赵文来。
这位71岁普通的退休老人，曾经

是机床厂的一名工人，他不曾想到，在
1978年，他搬进这间石库门房子后，就
和一段历史产生了不解之缘。

更早之前，赵文来夫妇和老父亲
蜗居在一间9平方米的屋子里，妻子

怀了孕，小屋越发显得逼仄，根据当
时单位分房，这家“困难户”被分到了
南昌路100弄这幢石库门房屋的底
层，2间小屋。他们的邻居，都来自
粮油系统、环卫系统、文化系统。

当帮忙搬场的师傅踩着黄鱼车
带着他们进入这条小弄堂时，赵文来
突然发现镶嵌在门口的大理石碑，上
面的阴文刻字中，有着“陈独秀”的字
样，他才知道，原来那个被称为“五四
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住过这里。

至此，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
式两层石库门楼房与赵文来一家结
了缘。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
进门左手边第一间和穿过小天井的
右手边厢房是赵文来的家，一共19.5
平方米。

里厢房和后厢房曾住着赵文来妹

妹一家。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
室和书房，如今也住着其他人家。

在赵文来卧室的白墙上，至今还
嵌着另一块大理石铭牌，刻有介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
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
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
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
泽东同志一度也曾在这里工作。

原本，赵文来在这里放置了五斗
橱，但橱上竖着的镜子却挡去了铭牌
上的介绍。思来想去，老赵深感不
妥，干脆把镜子拆卸下来。

后来老赵量好尺寸买了新橱柜，
铭牌下就放置一张双人沙发，进屋后
一眼就能看到铭牌和介绍，不影响有
意想进门参观、了解这段历史的陌生
人。

相遇·结缘 40年前他和一段历史产生了不解之缘

“读书的时候知道陈独秀这个名字，
但要细说那段历史，我真的没概念。”

刚住进屋子后，赵文来也会为不
了解这段历史感到无奈。

家门口常有陌生人来访，或是站
在门口看看墙上的铭牌，或是透过虚
掩的黑色石库门努力向里张望。直
到中外来访者来过几拨后，赵文来才
逐渐意识到“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
地位。

这期间，赵文来也会接到文保部
门的电话，说有专家学者来参观。于
是，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赵文来开始
了现场求教加自习。

真正开始系统学习这段历史，是
2014年。赵文来加入了渔阳里历史
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每两周都会在
街道党建中心召开一次讨论会，其中
不乏老专家。

赵文来知道自己“肚子里没货”，
所以积极参加，一次不落，每次去参
加讨论会前，他还会和妻子嚷嚷上一
句：“我读书去啦。”

通过讨论会，他知晓了陈独秀、
俞秀松、陈望道和建党的历史，也认

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讨论会一开
就是2小时，但结束时，虚心聆听的赵
文来总觉得意犹未尽。从老专家的谈
吐间就能感受到信仰给予他们的力
量，他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里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
这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里是
初心发源地。”逐渐的，赵文来有了自
己的解说词，站在门口的铭牌旁边，他
也能和不同的来访者聊这段历史。

这两年，老屋外出现了不少青少
年的身影。赵文来曾经遇到一位父
亲带着上初中的女儿专程从北京到
上海，因为父女俩对共产党成立和陈
独秀很感兴趣，特意来到老渔阳里2
号瞻仰，赵文来得知后还热情地将他
们引进屋内参观。

大学生也接待了不少。复旦、华
师大、上大等大学生会因为专题活动
来到现场教学，往往一来就是二三十
人、四五十人，挤满了整条弄堂。

每当这时，赵文来更会重点进行
宣传，原本不善言辞的他说的每句话
都出自真心。“我还特别给华师大的学
生强调这段历史，他们以后都是教师，

教育下一代的重任都落在他们肩上。”
前几年，赵文来家门口的白墙上

出现了一张小小的告知书，告知有急
事电话联系，他将自己的手机号也写
在了告知书中，这之后他完全成为一
名随叫随到的义务讲解员。

无论是出门买菜，还是在大世界
附近的岳母家里照顾老人，一旦接到
电话，只要情况允许他都会第一时间
赶回家，哪怕对方只是素未谋面的陌
生人。

而只要赵文来在家，一听到门口
有声响，他就会起身开门看看，这已
经成了他40年来的习惯。

“进屋参观下方便吗？”每当对方
不好意思地征询时，老赵总是很豪爽
地邀请他们进屋：“不要紧的，我全开
放，放心进来看好了。”

家里成了参观地，老赵坦言，说
没影响那是假话。因为他和妻子身
子骨都不算硬朗，有时中午刚躺下，
有人敲门，他们就不能休息，但要让
他们拒绝又于心不忍，“别人是兴冲
冲来看这段历史，总不能把他们拒之
门外，这不是待客之道。”

学习·讲解 他成为一名随叫随到的义务讲解员

告别·重逢

他不会和渔阳里
沉淀的历史告别

曾经一位北京来的老先生拍着
赵文来的肩膀感叹：“你这幢房子是
有灵魂的。”赵文来现在想来，的确很
有道理。这间屋子承载了历史，这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他和家人住
在这里，逐渐也产生了崇敬、敬畏之
心。他深知，终究有一天，他会离开
这幢有灵魂的房子。

离别，就在今年国庆长假的最
后一天，根据相关安排，赵文来和
老伴在这天告别了这处老屋，搬去
了浦东。搬走的前一夜，老赵难以
入眠，内心的不舍在翻涌，他在屋
里转转悠悠好几圈，整一整已经打包
整理好的行李，也再瞧瞧陪伴了40
年的老屋。

大半辈子在这里度过，儿子在这
里出生，甚至因为这间屋子和这段历
史，让赵文来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
结交了不少朋友。

赵文来有位南京的朋友，他是从
报纸上找到老赵的名字，辗转得到了
他的联系方式。他特意前来上海拜
访，却不巧赵文来因为身体原因住了
院。

2 个月后，这位友人又再次专
程前来，还带了家乡特产酱菜，犹
如老友一般的见面让赵文来心里暖
洋洋，“他们那么热情，而我又没给
到他们什么，想来真的很不好意
思。”

另 外 有 位 奉 贤 的 集 邮 发 烧
友，自发印刷了这段历史的首日
封，也会带着首日封特意来南昌路看
老赵。

这样的相遇，都是因为老渔阳
里 2 号，因为陈独秀和建党这段历
史，赵文来感叹，这是结下的善
缘。还有更多的人虽说只是一面
之交，但与他们热情攀谈之间，也让
老赵十分开心。

离别的当日，赵文来和老伴一早
6点就起了床，最后坐在搬场车的副
驾驶座上，老赵探出头，看着居委会
给房子贴上封条，告别。

从浦西到浦东，从石库门到社
区楼房，赵文来和老伴还在适应新
环境，一开始他俩连出门买个日用
品都摸不着北，年纪大了需要去医
院，听邻居说，最近的医院需要坐好
几站公交，老赵也准备提早去踩踩
点。

以及，他们还不习惯家门口如此
安静，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对于不跳舞、不打麻将、少有社
交的赵文来来说，搬家后他唯一不会
放弃的便是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
这是他学习知识、交友沟通的好平
台，是他退休生活的寄托。

心中，赵文来对南昌路100弄那
条小弄堂依旧难以割舍，他已经想好
了，如果将来那里有了新面貌，他一
定经常回来看看。

搬进老渔阳里四十载 赵文来与一段历史结下善缘

苦心学党史“变身”义务讲解员
40年来，赵文来都住在

老渔阳里 2 号（今南昌路
100弄2号）。这间特殊的
石库门老屋门口挂着“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的铭牌。这里
是陈独秀故居，一度是中国
共产党中央工作部的驻地。

赵文来坚持担任义务讲
解员直到今年国庆节最后
一天。根据相关安排，他们
一家搬离了这处“有灵魂的
老房子”。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渔阳里是条普通的上海石库门弄堂，却有两幢小楼极不普通。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
历史以及活动紧密相连。相对于后者，这些年来老渔阳里2号似乎有些“低调”。在此居住40年的赵文来一家，与这幢充满传
奇色彩的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有关部门决定对此地进一步保护修缮。今年10月，随着
赵文来等住户搬离，围绕着它的未来，人们有了更多期待。

【编者按】

赵文来住在南昌路100弄2号已有40年。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