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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路··

03 红色宝山

【【宝山路的前世今生】】

宝山路有 100 多年的历
史，本报专辟“宝山路前世今
生”栏目板块，以手绘连环画
形式，让你更了解、熟识朝夕
相处的家园。为了纪念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做出的
贡献，宝山路街道特邀了新
生代连环画家张晓伟，并带
领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
学生以及阳光之家的学生，
执笔完成了 80 幅连环画的
创作，再现了三曾里中共中
央局迁沪、群英聚会三曾里、
毛泽东与三曾里等历史轨
迹。从本期第 365 幅连环画
开始，将向大家展示三曾里
的光辉历程。

记者 朱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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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7 月， 中共中央执
行委员王荷波来到上海，为中
共中央局寻找办公地点，他在
公兴路与香山路口，找到了一
处名叫三曾里的石库门楼房租

了下来。 不久，毛泽东和夫人
杨开慧、蔡和森和夫人向警予、
罗章龙等都住了进来。 于是，
小小的三曾里便成为了“红色
静安”的肇兴之地。

党中央最高领导在三曾里

以贯彻落实中共三大制定的方

针为宗旨， 制定了一系列推动
国共合作、促进党的自身建设、
加强国民革命运动等方针的中

央文件 30 多份，也在党的理论
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理论
文章 200 多篇。 为贯彻党的三
大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 党中
央领导进行了积极的革命实践

活动。 在三曾里的一年多，毛泽
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

不懈的努力。 在毛泽东等中共
领导人的努力之下， 国共合作
取得了重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
自身建设也得到了重大发展。

希望广大学生和社区居民

能通过本画册，更好地了解中
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之下坚定

地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中国革命

斗争，从而取得伟大成就的历
史，继承中共领导的遗志，以实
际行动为打造“美丽宝山，幸福
家园”做出贡献。

上海闸北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清代康熙
年间，这里就修建了一座老水闸，雍正年间又
建了一座新水闸。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
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
个市集。上海开埠以后，新老水闸北面也开始
发展，闸北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365 闸北房屋密集，大街小巷纵横交错，
其中有个里弄只有 3 个门牌，人们叫它三
曾里。此地属于中国人管辖地界，距闸北火
车站约两里地远，周围还有几十家缫丝厂
和一些手工业工厂。三曾里既地势隐蔽又
交通方便。

366 1923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
大会在广州召开之后，中央局机关就搬迁到
这里，一直到第二年 6月。在近一年的时间
里，中央局机关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如执行党
的统一战线方针、推动国共合作、加强组织建
设等等，成绩斐然。

367

1923 年元月，孙中山发表了旨在
“革命要依靠民众”、“修改不平等条约”
等内容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也就是在
这时候，苏联政府代表越飞来到上海与孙
中山会晤，双方就联俄、联共等问题展开
商讨。

377 1923年 5月，中共中央局迁往广州，决
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陈独秀在
春园主持了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中央执行委员
人选、中共三大各项决议案的起草等问题是大
家讨论的内容。马林转达了共产国际对于国共
合作的意见，并针对国际形势作了报告。

378 同年 6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恤孤院后街 31号召开。陈
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会作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共
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及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的问题。

379

20世纪 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寻找中央局机关的确切位置未果。60年代，
据罗章龙等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当年的中央局
机关就在三曾里的石库门里弄。到了70年代，
一张20世纪 20年代的闸北地形图被找到了。

368 作为当年在这里居住过、又写过《椿园
载记》（第十九章第五节《三曾里三户楼》）
的老人，罗章龙当即在地图上指认出中共三
大后中央局办公地———现静安区公兴路与香
山路交叉处的三曾里。

369 当年的建筑已在战争中烧毁。后来，在
原址上又建起了棚户简屋。三曾里的具体位
置就在临山路 202号至 204 号之间。20世纪
90年代初，这里已改建成了象山小区居民新
村。

370

俄国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
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也于 1920 年派代
表来中国，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与李大钊、陈独
秀商谈，筹备在中国建立党组织。同年 8月在
上海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371 1921 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372 1922 年 7月 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公共租界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举行，这次大会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
决议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373

同年 8月，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
国，出席月底在杭州西湖畔举行的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的人员对是否可以实
行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激烈的讨论。11 月，
陈独秀等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
表明了共产党员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374 这年 6 月，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
明武装叛乱，孙中山被迫乘永丰舰离穗赴
沪。8月，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一起
就国共合作等多次会谈，孙中山同意共产党
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两党实行党内合
作。

375 同年 10 月，国共合作初见成果：一所
新型学校上海大学在青云里成立，国民党
人于右任为校长，该校宗旨是培养革命人
才。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
英、张太雷等均在这所学校任职、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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