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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
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据统计，黄浦区内现有各类红色遗址遗
迹、纪念设施140余处。

近年来，黄浦区致力于打造具有标识度、群众参与度的红色
文化品牌，让市民游客感受无处不在、触手可及、近在身边的红
色文旅名片。

目前，区内建设红色经典步道涵盖14个点位，在祖国母亲
74岁生日之际，跟随青年报记者的脚步，探访一条红色文化之
旅，也是欢度国庆、见证祖国飞速发展的不二之选。

青年报记者 冷梅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及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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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初心始发地站在初心始发地
瞭望这座城的前世今生瞭望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址，共有3处遗存。其主址位于
兴业路 76 号，始建于 1920 年秋；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
旧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 127
号；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位于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海盐塘路 188 号南
湖景区内。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家园。

参观完会址原址，几步之遥，便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
馆。中共一大纪念馆位于中共一大会
址（主址）内，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由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宣

誓大厅、新建展馆等部分组成。纪念馆
常设《伟大的开端》基本陈列展厅，位于
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地下一层，面积约
3700平方米。展览以“初心使命”贯穿
全篇，共分为序厅、“前仆后继、救亡图
存”“民众觉醒、主义抉择”“早期组织、
星火初燃”“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砥砺
前行、光辉历程”和尾厅7个板块，综合
采用多种展示手段，全面系统地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

百年陈设见证精诚无间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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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香山
路7号，地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风貌
保护区。纪念馆整个馆区面积3500余
平方米，主要包括上海孙中山故居、孙
中山文物馆、临展厅三大展区，以及纪
念广场、纪念小道、文化长廊。

1918年6月，孙中山、宋庆龄夫妇
入住于此。在这里，孙中山、宋庆龄夫
妇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他们
相濡以沫、并肩战斗。1925年孙中山
在北京病逝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
到1937年。

上海孙中山故居有两层，楼下是
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
厅，楼前是花园，郁郁葱葱。故居内的
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原件，并根据宋
庆龄生前的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原样布置。

孙中山文物馆是由一幢欧式洋房
改建而成的展馆。孙中山文物馆共二
层，总展览面积700多平方米，内设《孙
中山生平展》《精诚无间 笃爱有缘
——孙中山宋庆龄十年婚姻展》两个
基本陈列。

与文化名人“隔空对谈”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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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常被称为
“老渔阳里2号”。1920年初，陈独秀到
上海后曾寓居于此，《新青年》编辑部也
设在这里。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
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此开会，成立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8月定名为共产党。11
月，中共发起组在此创办《共产党》月刊，
由李达担任编辑。1921年，中共发起组
在此筹备中共一大召开事宜。中共一大
闭幕后，这里成为最早的中共中央局机

关所在地。2020年8月18日，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修缮后正式开放，并在此设立陈列展，展
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程。

从旧址出来，南昌路也是一条值得
细细品味的小马路。南昌路全长1690
米，虽然不算长，却是一条文化积淀深
厚、名人辈出的小马路，而现在艺术氛围
与烟火气共存，成为上海一处特别好逛
的文艺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