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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触摸历史印记 找寻红色记忆
倾听中凯居民区的岁月留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这首卞之琳的《断章》是郑晨最喜欢的诗作之一。中凯的景色和这首诗传
达的意境不谋而合———漫步在中凯城市之光小区，四周林立的高层住宅楼，在波光千
道的湖面上映射成美丽的倒影；道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偶有树叶飘落脚边，为美轮美奂
的秋日景色增添了一抹生动。

中凯居民区位于静安区东南方向，东临成都北路，南与延安中路相连，西接石门一
路，北靠威海路，面积 0.129 平方公里，居民住宅以多层、旧里、高层为主。 这里，是上海
的市中心，是老上海人心心念念的“上只角”，也是红色记忆的驻足地……

“重楼联翩倚华亭，古柏茂盛北窗宁；霓虹一陕汇南北，威凤祥麟海波清；国泰民安万事兴，新绿成荫舞升平；锦瑟华年安乐业，延绵梦中凯
歌鸣。 ”———相信读者已经发现了，这首诗中藏有南京西路街道 13 个居民区的名字。作为南西居民，你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好奇：南西作为一个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它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

眼下，“四史”学习教育正当热潮，为了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展现南西街道各居民区的往昔、变化与发展，本报特设立“南西印记”专栏，邀请
一群来自南西“本土”的达人带领大家走进街道的 13 个居民区，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南西居民，有对南西怀有深厚感情的社区青年，也有为
社区群众奔走服务的居委干部。 这些达人将用他们的故事，带读者领略 13 个居民区的风采。

本期的“南西印记”达人是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郑晨，中凯居民区是她每天工作的地方，她的办公室就在中凯居委会的
楼上。 因此，郑晨对中凯有着“家园”一般的特殊情感。 身为一名社区党务工作者，在 2020 年，郑晨组织和参与了许多场“四史”学习教育。 她也
常常思考，若能顺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如今风景宜人的住宅小区和繁华喧嚣的大沽路，曾经是什么模样？

中中共共二二大大会会址址

点点星火 建成伟大事业

“我的身体里有两种力量撕扯着，我的
血脉注定了我当作家的生活， 可是我的灵
魂滚动着一个战士的激情！”———作家丁玲
曾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写下了这
段句子， 刻画出时代浪潮中一名革命女青
年的心理历程。

1922年 2月，18岁的丁玲从湖南来到
上海辅德里 632 号， 在中共创始人之一李
达开办的平民女校半工半读， 那时候的她
也许未曾想过，5 个月后的一墙之隔处，将
会召开一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
深远意义的会议。

辅德里 625号，即现在的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当时和平民女校一样，都是当年
的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建于
1915年。 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
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1922
年 7月 16日至 23 日， 中共二大在这栋石
库门老建筑内召开， 出席人数只有 12 名，
代表着全国各地 195 名党员。 从革命的星
星之火到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燎原烈焰，这
条光辉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就是这里。

1959 年，中共二大会址被上海市人民
委员会确定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9 年因延安路高架建设进行动迁，辅德

里建筑除现存两排因中共二大和平民女校
旧址属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得以保存
外，已拆除作为道路或绿化用地，原有居民
均迁出；2001 年建党八十周年之际， 二大
会址修复，建立纪念馆并于次年对外开放。
2003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8 年，静安区委、区政府再次对纪
念馆进行修缮，于 2009年元旦竣工并免费
对外开放。 同年 5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1 年 3 月
被命名为“上海市廉政教育基地”。 2013
年 3 月 5 日， 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为两排东西走向
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约 2282平方米，基本保留了 1915年始建时
的建筑风貌。 纪念馆展区由“序厅、中共二大
展厅、党章历程厅、中共二大会议旧址、平民女
校旧址展厅”五个展区组成。纪念馆展出珍贵
史料 300余件，辅以先进的展示手段，真实再
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峥嵘岁月。

燃尽热血 彰显青年担当

“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
香花的香味， 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么

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
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 仿佛又听到她离
去时轻轻的脚步声。”———这是黄秋耘的作
品《丁香花下》中的一段话。

《丁香花下》是郑晨在学校里时熟读
的作品，每次阅读，她都不禁将自己想象成
文中那名勇敢参与革命的学生。 她还记得
中学时的入团宣誓仪式上， 第一次别上团
徽，仿佛亲身参与革命事业一般的兴奋。 那
时， 身边都是和郑晨一样稚嫩和激动的年
轻面孔，阳光透过教室的玻璃窗洒落下来，
将团徽上的团旗和麦穗染上一层金黄，朗
朗的誓词声环绕耳边， 而她像和平年代无
数新团员一样，心中充满了幸福。

随着年岁渐长， 郑晨开始逐渐了解共
青团的悠久历史， 了解共青团初创时壮烈
卓绝的斗争，那些年轻的脸庞，静静地沉在
岁月长河的底部，从此成为永恒。

如今的大沽路优雅恬静， 遍布网红餐
厅和酒吧。 而在中凯居委会门口，却伫立着
一处石库门门头， 灰色的砖墙、 漆黑的木
门、旧式的门牌号，与周遭的风景有些“格
格不入”。 此处就是当时位于大沽路 356
号 -357 号（今大沽路 400-402 号）的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机关遗址。

1921 年 11 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临时中央局机关迁至这里办公，在 1922 年
内外形势交困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是
整个上海和中国共青团工作的中心， 领导
着无数热血团员青年开展不屈不挠的斗
争。 当时团中央刊物《先驱》编辑部也设在
此地。

比起和平时期， 那时的团员们随时都
直面死亡，牺牲往往就在短短一瞬，但他们
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 从最早牺牲的团
员黄爱、庞人铨，到共青团创始人中的张太
雷、俞秀松、蔡和森、恽代英，一代又一代共
青团员为事业献出了生命。 岁月变迁，这处

石库门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模样， 仿佛推开
门就能重现当时的激情岁月。

默默奉献 铸起峥嵘岁月

“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
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
见你了。 ”———“红色间谍”郭汝瑰将军在
抗战家书中留下这句令人心潮澎湃的话
语。

在战争年代，一颗子弹、一发炮弹就能
夺去一名战士的生命， 而他们本可以成为
教师、医生……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抗
战期间， 中国军民留下无数让人为之动容
的英雄事迹。 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上海，八
路军、新四军也曾开辟了一处“不见硝烟”
的隐蔽战场。

延安中路 504 弄多福里 21 号，在
1937 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 曾是八路军、
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龙潭三杰”中的李克
农和开国中将刘少文等八路军骨干均在此
工作或生活过， 通过电报与中共中央进行
联络。 在上海沦陷前，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
同社会各界人士和抗日人民团体建立联
系，通过《民族公论》等刊物宣传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 并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
物资器材。 1937年 11月上海沦陷后，办事
处被迫转为半公开和秘密状态， 在日寇眼
皮底下， 依旧竭尽所能为抗日根据地筹措
了大量枪械、军装、药品等物资，并牵头向
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青年。

1962 年 9 月 7 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兼新四军驻沪办事处） 旧址被列为上海
市委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这栋有着不平凡
历史的建筑洗尽铅华。 在门外银灰色的牌
子上，还隐约展现着当年“抗战心脏”的绰
约风采。

（内容由南京西路街道党政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