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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毛泽东旧居位于茂名
北路120弄7号（原慕尔鸣路甲
秀里318号），是一幢石库门房
子，有天井、客堂、前楼和厢房
等。1924年毛泽东来沪，除继续
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
秀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外，
还参与领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的工作，为维护国共合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当年的6月至12月，
毛泽东同夫人杨开慧，两个孩子
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岳母向振熙
老人一家五口寓居于此。甲秀
里是毛泽东在上海居住时间最
长的一处。

为了更全面地讲述伟人一
家舍家为国的革命情怀，陈列馆
的工作人员特意走访了韶山毛
泽东故居和湖南板仓杨开慧故
居等相关展馆，征集了一批珍贵
史料、实物，这也是此次展陈提
升中增补最多的内容。

“他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
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
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在9号
楼一楼实物展示区的版面上有
这样一段话，这是杨开慧与毛泽
东 1927 年分离后所写，距离杨
开慧牺牲只有10个月的时间，
字里行间无一不透露出她对毛
泽东深深的爱恋及思念。然而
当这份手稿在杨开慧故居被发
现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人世，他终
究没能收到爱妻沉甸甸的思
念。这段文摘的下方，还有一份
泛黄的手稿，名为《给一弟的

信》。1929 年当杨开慧得知朱
德夫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挂头
示众后，就感觉死亡如影随形，
于是她写信给堂弟杨开明，希望
托孤。但这份“遗嘱样的信”最
终也没有寄出，直到 1982 年才
重见天日。

毛泽东一家先后为革命牺
牲了六位亲人，这毛家六烈士
中还包括长子毛岸英。在实物
展区，记者看到了一捧从毛岸
英牺牲地取回的泥土以及俄罗
斯政府授予毛岸英的二战反法
西斯勋章。据讲解员于斌尧介
绍，这些珍贵实物都是由刘思
齐捐赠的。

“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来到
上海是什么时候？”这是部分观
众此前提问频率较高的问题。
如今，展示区内的两张瑞金宾馆
的照片向大家揭晓了答案——
1953年12月27日，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首次来到上海，在瑞金
宾馆听取陈毅等人的汇报。据
有关人士回忆，会议至凌晨5点
左右，当主席要休息时，才发现
主席的行李还放在专列上，由于
当时通讯不便，不知道专列停在
哪个站，一时联系不上。毛主席
从延安到北京就一直是用自己
简单的行李休息睡觉的，从来不
用招待所被子。他的被子两面
都是用白布做的，见到花面被
子，他要提意见的。后来，主席
一直在房间看文件办公，没有休
息，直到下午 4 时离开瑞金宾
馆。

茂名路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明日全新亮相

去“红色石库门”感受伟人的初心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紫薇 摄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这一天，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将全新亮相，用这一特别的方式
纪念这位伟人。

毛泽东为何三次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行，本人却留在国内？杨开慧的“遗嘱样的
信”中写了什么？这些谜底都将在全新的陈列馆里亮相。

全新的陈列馆不仅提升了展陈功能，优化了参观路线，还出现了许多新功能。昨天，记者提前探营，先睹为快新馆的
风采。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除了在陈列馆重温峥嵘岁

月，一条名为“初心足迹：毛泽东

在上海”的红色研学线路也将于

12月26日正式首发。据悉，该

路线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主

办，中共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委员会、上海瑞金宾馆协办，

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由静安区的全国和市级劳

模代表、各界青年代表、上海

大学博士硕士代表、党员导游

代表等组成的研学首发团，将

带着研学任务单，正式开启首

批红色研学之旅。这份定制

的研学任务单，对应红色之旅

途径各点的不同学习主题：在

1920 年毛泽东旧居学初心，固

信仰；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学务

实，抓实干；在上海瑞金宾馆

学作风，倡简朴；在上海毛泽

东旧居陈列馆学家风，严律

己；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

历史纪念馆学规矩，正言行。

记者留意到，此次陈列馆在
出口处增设了多功能文创展示
区。在这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内，集合了多种功能，一边是观
众小憩区，享受一杯香浓咖啡，
欣赏沿街风景，或打印一张专属
照片作为留念。另一边集中展
示了静安历史人文为主题的系
列文创产品，如：融入移动互联
网元素的静安文旅护照、中共二
大“明灯”主题文创、利用激光雕
刻工艺将静安十大特色建筑相
融合的《阅读静安》立体纸雕便

签等。此外，还有蕴含石库门元
素的甲秀里笔记本、杯垫、3D模
型，写着“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
搪瓷杯，以故居内毛泽东厢房挂
落花样作为设计元素的桑蚕丝
方巾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
设计精美的龙凤盘扣书签。工
作人员介绍说，龙凤旗袍手工制
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其中盘扣是龙凤技艺中
的一绝。这枚黑檀木“甲秀里”
书签，由工匠精心手作而成，荣

获 2020 上海特色伴手礼产品
（银榜）。

静安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张
众表示，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是一栋具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老
建筑，陈列馆建筑本身就是珍贵
的历史文物。在此次展陈提升过
程中，充分考虑旧居特色，对参观
路线进行优化，在9号楼一楼设立
实物展厅，避免观众多次上下楼
往复。在7号楼二楼特辟多功能
临时展厅，可用于开展临时展览
和“情景党课”等活动用途。

1999年出生的讲解员于斌
尧来到陈列馆已有2年，带着记
者参观一个个展厅，他对新旧陈
列馆的变化如数家珍。

在“探寻真理”展区，有一本
旧式书籍，上面写着：“毛泽东
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
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湘情如
靖，将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湘
人真勇于运动。”据悉，这是泰东
图书局老板赵南公的日记，日记
中明确记载了中共一大后毛泽
东8月11日在上海的行踪。同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
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
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
湖南分部主任。

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
三次来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
的湖南青年送行，而他本人却留
在了国内。至于他为什么不出

国，谜底也终于揭晓。于斌尧指
着展柜里的一份资料。这是一
封毛泽东于1920年 3月写给友
人周世钊的信件复印件，谈到他
暂不出国的原因：“吾人如果要
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
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1920年5月，毛泽东为领导
驱张运动来到上海，寓居于哈
同路民厚南里。在与陈独秀多
次讨论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
最终坚定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的初心！陈列馆的展示柜
内，一套 1938 年版红色《西行
漫记》定格在了第183页，上面
清晰地写道：“到了 1920 年夏
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
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
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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