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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改造落成

让青年人接触党的思想 让纪念馆成为团员教育课堂

全新亮相的纪念馆一共分为
六个展区。一楼为序厅和共青团
知识互动体验区两个展区。二楼
展厅则以时间为序，以历史事件
为脉络，共分为“传播马列 思想
启蒙”、“青年先锋 上海建团”、

“培育栋梁 干部学校”和“指导全
国 星火燎原”四个展区。

建筑内部设计侧重复原“渔
阳里”老建筑符号，展陈内容的原
则强调不忘初心还原历史。随着
对五四运动和建党建团的不断深
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挖掘
和展陈，聚焦于1919年五四运动
到1922年团的一大期间，渔阳里
和渔阳里培育的年轻人在共青团
建立初期的历史作用。

序厅的正前方，是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八位发起人的艺术铜
雕，展现了俞秀松、施存统、陈望
道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
八位发起人的形象。

纪念馆二楼展陈以“图文+实
物展品”为主，分为四部分。

第二部分“传播马列 启蒙思
想——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的创建”从五四时期的上海开
始介绍，至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指出了在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
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组建了
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闵小益表示，五四运动是我
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宝贵
之处不但让五四精神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青年，同时更表明，是五四
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部分“青年先锋 上海建
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
立”强调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还以
图文、实物、视频等形式着重介绍
了青年团八位发起人的生平事
迹。展厅第四部分聚焦““培育栋
梁 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与
渔阳里培育的进步青年 ”，展示
了外国语学社这一中国共产党创
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五部分
则是“指导全国 星火燎原——从
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到
团一大的召开”展厅。

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亮点纷呈
历经8个多月修缮，在百年五四之际，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昨日改造落成，开始试运行。一组石库门吊灯、一排木质百叶窗，复原老建

筑的味道；一份启事、二十四本藏书，用新的实物还原历史；一组艺术浮雕、一幅油画，重现渔阳里走出的革命领袖风采；两块多媒体显示屏、一个互动体验区，用新科技赋
予纪念馆新活力。重新开放的纪念馆，期待会成为青少年中的“网红打卡地”。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
总监胡晓云曾是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改造的总设计师，此次他又担
任了渔阳里改造的总设计师。他
介绍，此次馆内设计侧重复原渔阳
里的建筑符号，将这座石库门建筑
的尖顶、屋内立柱都进行了还原。

二楼展厅还原了石库门建筑
的尖顶，让内部空间更加宽敞。
靠窗的走廊新增了一长排木质材
料的百叶窗，样式与石库门的老
式窗框无异，百叶窗可调节，天气
明媚时，阳光可透过百叶窗洒进
纪念馆的走廊上，在参观的同时
也能感受一番老建筑的韵味。

展厅图文色彩则以红色、灰
色为主，排版、样式与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有着相似之处，“这样设
计是想与一大形成‘姊妹’关系，
让参观者在参观一大会址纪念馆

之后，来到渔阳里时更有亲切感
和连贯性。”

胡晓云介绍，纪念馆在改陈
改建过程中，使用了各类新颖多
媒体方式，更好地生动再现渔阳
里的红色历史。

在纪念馆两楼，在国内展馆
中首次采用了三屏互动方式，更
加生动地多媒体呈现当年渔阳里
的故事。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围
绕着渔阳里旧址，展现当年在渔
阳里学习工作时的场景。

胡晓云告诉记者，如介绍陈
望道时，黑镜玻璃上会亮起陈望
道的形象，画外音结合视频则讲
述他的生平及在渔阳里的活动情
况。“屏幕有裸眼3D的艺术效果，
是一个高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多
媒体艺术主题秀，也能加深青年
人对这八位发起人的印象。”

新增的渔阳里广场毗邻淮海
中路，与纪念馆相隔一条弄堂。原
本是一个室外停车场，在锦江国际
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如今则变身为
上海这条繁华道路上第一个红色广
场——渔阳里广场。

整个渔阳里广场最大的看点
在于青运史大事记——“青春赞
歌”浮雕墙与团史大事记——“青
春足迹”步道。

浮雕墙由十幅中国青年运动
史大型浮雕组成，总长58米、高
3.4米，所展示的内容涵盖了五四
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一二九运动、新长征突击手（队）
活动、希望工程、中国青年志愿者
行动等。

更富有巧心的是，利用走道
设计，浮雕墙中段镶嵌了一扇石
库门，门楣上标有“渔阳里”。每

到重大纪念日，参观者可以打开
石库门，直接通过走道走进纪念
馆进行参观，就犹如打开了历史
之门，穿越红色历史时空，走进史
实。

浮雕墙前的地面上，则是宽3
米的“青春足迹”步道。步道上印
刻着一共16条团史大事记，走完
这段步道，也简要学完了共青团
的历史。

步入纪念馆的序厅，迎面就

能看到一组重达一吨的艺术浮雕

群像《先驱》，展现了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最早的八名团员：俞秀

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叶天

底、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

《先驱》宽5米，高2.7米，人物

关系的主次通过浮雕的层次及薄

厚变化来展现。八名发起人迎面

迈步向前，刚毅硬朗，让参观者感

受到他们走出渔阳里的意气风发。

作品由上海市美协副主席、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蒋铁

骊全新创作。他介绍，接到任务

后就开始设计创作，从草图、手绘

稿到浮雕小稿、定稿，前后数次修

改，至最后一步铸铜，历经半年。

在团史专家的帮助下，蒋铁骊

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艺术资

料，了解八名人物的经历，从专业

角度思考用什么艺术方式呈现。

八名发起人，在一定年龄段

内有若干个造型，蒋铁骊说，对

于每一名人物他都看过至少十

多张史料照片，需要选取最典型

的服装、发型和神态。就如俞秀

松，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他有

西装造型，但最后综合专家意见

还是为俞秀松设计了长衫造型，

“如今雕塑呈现的俞秀松身穿长

衫，左手拿着会议纪要，昂首挺

胸迈步向前。”

这次创作让蒋铁骊十分重

视、珍惜，也想让更多青少年通

过这组群像了解共青团的发展

历史。

运此次改造中，馆内设计上尽量保证原汁原味，复原老渔阳里的
建筑符号。内容呈现上增添了不少新形式，增加可看性，但形式均是
为内容服务，保证对这段红色历史的还原，有助于参观的青少年更好
地了解渔阳里。”

——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总设计师 胡晓云

内容特色 挖掘史料实物 注重还原历史

展陈部分强调了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发
起组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才得以成立，并正确发展。”

——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项目专家组成员 闵小益

渔阳里广场以红色文化为基因、以海派文化为精神、以江南文化为格调，三种文化相融合，既凸显红色
文化这一核心价值观，也关注城市公共文化精神的树立，让城市文脉得到传承、让青春奋斗事迹飞扬。”

——渔阳里广场主持艺术家 金江波

“

设计思路 老建筑焕青春 新形式办展览

“

广场看点 打开石库门 穿越红色历史时空

“

【展品鉴赏】

艺术浮雕群像《先驱》重现当年人物风采

艺术浮雕群像《先驱》，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八名团员：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
俊、叶天底、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