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阳里：踏百年足印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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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曾经在此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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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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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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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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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为了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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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作为长期关注渔阳里的资深专家，俞秀松

继子俞敏对于渔阳里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

党领导下成立的。只是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

团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很多事都是通过青年团完成

的。而之后的外国语学社虽然成立时间不足一年。

但最后有几十位觉悟青年赴苏俄学习。对后来的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望更多人知此革命圣地

197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赵文来的市民因在文

化系统工作的妻子福利分房，一家人欢天喜地乔迁

到了老渔阳里2号。房间内一侧白墙上，挂着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

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年

至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

不多久，文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千叮万嘱：

建筑内部不能乱动乱改。牌子要保护好，且不能被

家具遮住。

彼时，老赵并不知晓这栋老建筑意味着什么。

直到一波又一波的人叩响他的大门。

他从这些来自北京、安徽、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

嘴里知道了那些尘封往事：他所住的老渔阳里2号一

楼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陈独秀会客开

会的地方。百年前，这位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

人、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

者曾在客厅里会见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

踏着先驱的足迹，每一次接待前来瞻仰的不速

之客，老赵都油然而生一股骄傲。

“《新青年》在当时名声很大，许多人慕名而来，

就在我住的楼下的客厅谈事情”……一说起渔阳里

的故事，老赵就打开了话匣，再也收不住了。

1947年出生的赵文来今年已经72岁了。那时

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渔阳里的“守门人”，且一

守就是四十年。

2018年，渔阳里迎来了百年一修的契机，同年

10月7日老赵恋恋不舍地搬离了这个守护了半生的

地方。

老赵口中的那段历史只是冰山一角。“在研究渔

阳里前，我们没想到上海还有‘渔阳里’这样一块如

此重要但却不太为人所知的‘革命圣地’。这里很多

红色史迹都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团早期的

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努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

方。”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渔阳里历史文

化研究会会长李瑊对于渔阳里感情深厚。

李瑊发给记者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渔阳里与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包括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

6号，均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如中国的第一个

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推助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全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

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最早向工人阶级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上海发

起组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也是在中国擎

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

李瑊认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党团干

部、青年学生，都应该到这里领略原汁原味的党、团

创建的圣地。党、团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也都是

在渔阳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渔阳里对于中

国共产党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一直在想，为何当时那么少的一群人，能掀起那么大的运动？现在想

来，这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

推动历史前进。”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指出，其实青年团当年发展的人

数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发展了50多名党员，团员

数量一年间就从创始时的8人发展到几百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

团是五四运动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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