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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挖掘渔阳里红色文化故事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师、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李瑊是渔阳里的常客。

李瑊认为，渔阳里和共产党
的创建密不可分，党、团组织的创
建和早期发展也都是在渔阳里完
成的。新型的政党创建不是一两
天就能完成的，“一大”开会前不
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在“一大”
正式召开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它成为党的理论宣传、阶级动员、
人才培养的发生地和见证地。

李瑊介绍说，陈望道翻译《共
产党宣言》后，是由俞秀松送到渔
阳里，又经俄共（布）远东局代表
维经斯基的帮助，交给陈独秀，然
后专门成立印刷所，出版中国第
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
本，这对毛泽东等青年才俊的人
生观建立是有影响的。当时，早
期的骨干不少是留学海外归来
的，而且平均年龄很轻，年纪最大
的陈独秀41岁，最小的才20出
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文化根
基，懂几门外语，且职业构成以记
者、教师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
为主。这样才有可能翻译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

2015 年上海市中共党史学
会成立了二级分会渔阳里历史文
化研究会，主要的任务就是宣传
渔阳里革命胜地，研究出书，每年
召开各类研讨会。“有关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很早就有人研究了。但
对渔阳里的故事介绍的相对较
少，这中间很大的一块历史尚未
挖掘出来。渔阳里的故事就像一
块宝玉一样。我们希望将这个点

凸显出来，让它成为上海红色文
化的一颗明珠。”

措施一
开展高校红色文化思政课

“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思想，
关键是要让他们心悦诚服。我们
不能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一个结
论，还要让他们知其然更要知其
所以然。”李瑊透露说，上学期他
们在上海大学开了一门新课——
《开天辟地》，以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角度，讲述上海与中共百年的
关系。上学期共有30多名学生
选修这门课，但到了这学期突然
猛增到130多名学生选修。

这门思政课共有10堂课，还
有一次实践教学课是参观“一
大”、“二大”、渔阳里等在内的红
色纪念馆。李老师说：若要论党
团的关系，当然是党在前，团在
后，当时的情况就是一群长者指
导年轻人，根据时势需要成立了
青年团。所谓“新青年”，主要强
调的就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充
满了生命力、活力，以区别于暮气
沉沉的老迈的状态。

措施二
把渔阳里设为爱国教育基地

记者了解到，1958年、1961
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
奇、海军大将萧劲光分别重回新
渔阳里6号。国务院于1961年3
月4日将新渔阳里6号正式命名
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
关旧址”，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团中央
和中共上海市委对旧址进行全面
整修扩建，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

2004年建成并对公众开放。2009
年，纪念馆被中宣部公布为第四
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成为培养团员青年了解党史团
史、热爱红色文化的重要学习基
地。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和五四
运动100周年，推进“党的诞生地
发掘宣传工程”，更好地发挥“渔
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在
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共青团上海
市委、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于2018
年8月开始对展馆设施进行更新
修缮、对展陈内容进行适当调
整。此次调整旨在围绕“渔阳里”
及其周边丰富的红色资源，还原
历史本来面貌，更清晰地呈现出
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社会主
义青年团的建立历程，述说好“渔
阳里的故事”，使之成为增强广大
团员青年的自豪感、认同感与使
命感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新渔阳里6号改造落成之
时，老渔阳里2号的修缮工作也
在加快推进，2018年底，黄浦区
对《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南昌路
100弄2号开启新一轮的修缮保
护。经相关部门研究，正式启动
对上述房屋的置换工作，居住在
老渔阳里2号的4户人家已全部
搬迁完毕，保护修缮利用已经开
始，不久后也将以全新的面貌向
公众展示。

“一大”、“二大”、渔阳里的区
域位置形成一个等距离的等边三
角形。李瑊建议，鉴于黄浦区的
有很多红色景点，可以考虑将这
些景点串联成网络。因为中共早
期发展的链条恰恰是成网络，而
非散落的。

渔阳里：百年红色弄堂 的前世今生
沿着素有上海香榭丽舍大街之称的淮海中路一路前行，走近淮海中路567

弄6号，建筑门外挂着一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指示
牌。近100年前，一批批热血新青年来到渔阳里，在石库门建筑中立下报国之
志，开启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的红色征途。

为了迎接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经过近10个月的改造，渔阳里团中央机
关旧址纪念馆“旧貌换新颜”，于2019年五四前开始对外试运营，以全新的姿态
向世人娓娓讲述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问：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分

别包括哪些建筑？它们之间有何

关系？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师李瑊：老渔阳里位于今南昌路
100弄，共有两层住宅楼8幢。新
渔阳里位于今淮海中路567弄，在
老渔阳里弄北至淮海路小道西
侧，共有两层住宅楼33幢。始建
时，两弄正式弄名均为“渔阳里”，
1917年新弄建成后始在口头上以
新老别之。新渔阳里其南侧有门
与南昌路102弄相通，上世纪90
年代中叶被封。

老渔阳里与新渔阳里的红色
渊源厚重，是彰显党早期组织领
导下，青年团建立发展的最好佐
证。老渔阳里2号，是党的创始人
陈独秀的居所和《新青年》编辑部
所在地，而新渔阳里6号，则是上
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

李达于1955年8月回忆说：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

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
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
《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
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
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
在华（环）龙路新渔阳里6号，两层
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
社’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

问：谈一谈共青团和共产党

的关系，党建是如何带动团建的

以及改造渔阳里的历史意义。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
刚：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从诸多政党
中脱颖而出，和当时的中国和世界
的大环境关联很大。当时，不光是
中国，就连欧洲多个国家也掀起了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推崇社会
主义的政党不一样，虽然都是主
张马克思主义，但其他政党几乎
都是从理论开始的，唯独中国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

坚信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实际
问题。当时，各界人士也急于找
到新的方法，他们是将马克思主
义作为“药方”，而非纯理论去实
践的。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这
一理论确实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经历了各种探索。从
五四运动到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再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
主义的转变。当时诸如无政府主
义、工读互助团（乌托邦）、新村主
义等各种思潮百花齐放。

当时，一批青年肩负起了对国
家和民族的担当。今年是五四运
动100周年，尽管100年过去了，直
到现在科学和民主仍是中国发展
的动力。一如当初五四运动的产
物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样。建议现
在的年轻人能将科学理论知识和
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夸夸其
谈。永远跟党走，因为青年的命
运和党的命运始终结合在一起。

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原霞
飞路渔阳里6号）位于华亭伊势
丹商厦西侧，有一条外表修缮整
洁的老式弄堂，这就是著名的渔
阳里。

其实，上海有两条同叫渔阳
里的弄堂，以前是相通的，南面是
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北面
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成立
和五四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
授、青运史研究专家闵小益娓娓
道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
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持续罢课
月余，但以失败告终。随后天津、
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
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重读那段历史，你会感到壮
士断腕的惨烈。‘三罢运动’前夕，
上海的学生深夜跪在老西门、小
南门一带的商铺门口，请求商人
罢市。警察当局带着马队来镇
压，对请愿青年学生粗暴动武。

商人看不下去了，上海总商会连
夜开会决定第二天罢市。”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
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自此
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
上海。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
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
不同程度的反应。

这次罢工，工人阶级显示了
强大的力量。当时的报纸有评
论说，“学生罢课半月余，不如工
人罢工5日。”闵小益介绍说，从
上海始发的“三罢运动”取得胜
利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认
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
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

想就是依靠工人阶级。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新

杂志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
中较为有名的有《劳动界》、《劳
动音》等。知识界形成了只有依
靠工人阶级才能改变中国的思
潮。不少人脱下长衫，加入到工
人队伍中。这意味着工人阶级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为躲避
反动军阀的追捕而避居上海。
1920 年春入住老渔阳里 2 号，
《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回
上海。众多有志青年因此集聚
于此，商讨救国之策。

随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
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
2号创建。同年，《新青年》在此完
成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机关刊物，《劳动界》周刊、《共产
党》月刊等与中共创建密切关联
的刊物在此问世。由陈望道翻译
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也正是在此完成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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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底，因为“一师风
潮”，俞秀松被迫离开学校，去北
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3个月后又
来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工
作。在闵小益等几位专家看来，
俞秀松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马克思
主义。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各种
思潮百家齐放。“如俞秀松就曾在
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工读互助团，
半工半读，打个比方互助团有20
多人，大家赚来的钱全部交公，统
一由互助团付学费、生活费，相当
于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当时的
新村主义也和互助团类似，但这
些试验都失败了。”

闵小益介绍说，俞秀松在自
己的日记中曾表示，自己看到了工
人的力量。也因此在上海，他一边
到虹口厚生铁厂打工，一边和陈独
秀等人为党组织筹建做积极准备。

1920 年 6 月，陈独秀、李汉

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
海组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宣传并促进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
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
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
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
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
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
青年，同时也为了从培养和挑选
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
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 6 号成

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施存统、陈
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
沈玄庐、金家凤，俞秀松任书记，
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
团。上海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
寄发团章与书信，带动各地建立
青年团组织。

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
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在创立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此开办了
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与上海
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同在一
处。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在
上海建立，临时中央机关依然设
在新渔阳里6号。

“我觉得新渔阳里之所以能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外
国语学社不无关系。”闵小益认
为，当时，共产党要积极培养干
部，所以招募学员上俄文课，派
他们前往苏俄学习革命经验。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
中有两位就是从上海渔阳里出来
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渔阳
里学习过。

老渔阳里2号：星火燃起的地方

新渔阳里6号：薪火相传之路

百年渔阳里修缮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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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

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

迁回了上海，入驻老渔阳里

2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火

种点燃的地方。

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

有条小路贯通其间，它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创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成立，陈独秀、俞秀松

等都曾在这条小道留下深

深的足迹。这条路被后人

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问答] 青年和党的命运始终结合在一起

纪念馆序厅八位发起人铜雕。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改造后的渔阳里石库门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