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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零距离”接触的周公馆花园、VR行进式大空间沉浸式党课……

让红色文化更自然融入生活

周公馆经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7月23日，修旧如旧后重新开放的周公馆首次打破传统封闭模式，与周边街区有机融合，让公众得以“零距离”感
受其独特的历史氛围和文化底蕴。也是在这一天，通过半个多月的内测完善后，“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展览正式对公
众开放。这是以VR行进式大空间做成的沉浸式红色展览，也是一大人的又一次创新出发。

阮竣是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不久前刚刚获评“中国博物馆协会年度青年人物”。在他看来，传承红色基因，守
正创新，是每一个守护“党的诞生地”的一大人共同的职责。“我们要讲好建党故事，让初心红成为中国潮，在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作出一大人的力量。”阮竣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花园开放背后是多次
的争取和论证

思南路73号，一栋砖木结构
的四层小楼。1946年5月，周恩
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达
南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
称“南京局”。考虑到上海的特
殊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在
上海也设立办事处。周恩来租
下了位于思南路上的这幢房
屋。但国民党以谈判地点不在
上海为由，不允许中共代表团在
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以《新
华日报》职工宿舍的名义，申报
了户口。1946年6月18日，从南
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地说：“不
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周
公馆因此而得名。

作为光荣之城——上海的
记忆符号，周公馆承载着红色故
事与革命情感。岁月流转，风雨
侵蚀，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记录着
时光的痕迹。为了保护这份珍
贵的文化遗产，延续历史价值，
同时满足现代功能需求，中共一
大纪念馆对周公馆进行了全面
修缮。

阮竣介绍，此次重新开放
后，就是以“生活化”“零距离”为
亮点，不仅首次开放周公馆楼前
的花园，还与相邻的71号院中花
园连通，进一步扩展参观空间，
提升参观体验。花园区域还延
长开放时间，打造成周边市民可
以休闲散步、感悟红色文化的新
打卡点。

“我们将原本相对封闭的私
域空间，变为对公众开放的公域
空间，观众可能只是看到思南路
上的朱漆大门打开，但其实在这
背后我们做出了很多看不见的
努力。”阮竣介绍，周公馆是上海
唯一保存完整并对外开放的周
恩来纪念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建筑和花园的修缮需
要市文物局、国家文物局等多方

面的审批。开启花园大门，打通
思南路 73 号与 71 号之间的区
域，对于周公馆来说都是历史上
的首次改变。

“我们专门向上海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提交了方案，历经一
年多，组织了多次专家论证会，
最终才形成了目前大家所看到
的周公馆修缮方案。”阮竣介绍，
专家们曾对花园方案提出过许
多不同意见，尤其是篱笆墙大门
的开闭方式，既要保持与周边篱
笆墙外观风格统一，又要兼具开
闭功能，方便观众进出，同时还
要便于客流统计和日常管理。

“虽然过程很艰难，也有阻
力，但我们还是积极争取，最终
完成了既定目标，想方设法将花
园开放给公众，提升大家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这种更亲和方式的
打造，就是希望红色文化更自然
地融入百姓的生活。”阮竣说。

运用AR等数智科技赋
能红色文化传播

周公馆的花园里，百年雪松
巍然屹立，喷泉中的水柱蓬勃向
上，喷泉旁的小音箱里娓娓传出
邓颖超在周公馆开展妇女工作
的故事。漫步花园，或者坐在休
闲座椅上，历史的气息扑面而
来。老洋房内，部分空间经重新
梳理，改进了陈列的方式，取消
了原有的隔离栏，不再设置“一
米线”，观众可以切身感受到革
命先辈们艰苦朴素的奋斗环境，
更直接地感知历史。

当年，每当周恩来召开记者
招待会期间，就会发现周公馆对
面98号上海妇孺医院楼上的窗
口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窥视着
周公馆，这无疑就是敌特的监视
据点。他们是根据警察局长的
密令，被轮流派往妇孺医院，严
密监视中共代表团的一切活
动。如果没有讲解、没有铭牌，
很容易错过鲜活的细节。

如何把真实历史故事更直
观地告诉更多公众？阮竣说，此
次，团队尝试了在一楼阳台西侧
专门做了一个标记点，提醒公众
可以参与“特务监视点AR体验”，
按参考视角扫描现场实景“阳
台·窗外对街小楼”，根据交互提
示，点击“望远锁”触发AR场景，
就能沉浸式观看那一段重要的
历史故事。

阮竣表示，在此次经过精心
修缮重新开放周公馆时，就是希
望把过去《雾海明灯》的展览、基
本陈列，将建筑本身承载的历史
故事嵌入进去，让大家一边参观
一边完成1946年中国共产党代
表团驻沪办事处这一段历史的
完整感知。

“这样的AR体验场景，我们
还在继续创新增设，预计可以增
设至10个这样的AR体验点位，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体验，有所
记，更有所悟。”阮竣说道。

周公馆是上海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这次的修缮改造，还
专门在思南路71号院内的周公
像边特别增设一处微型广场，从
此，国旗也将在此飘扬，这为进
一步办好周公馆大思政课提供
了更多场景。与此同时，推动伟
大建党精神有机融入“大思政
课”建设，“百物进百校”第二季
品牌项目也都将紧锣密鼓地继
续推进。

阮竣介绍，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谱写好
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实践，借周
公馆以全新面貌亮相之机，以周
公馆为主要教育活动空间，中共
一大纪念馆打造的周公馆宣教

品牌“周公馆会客厅”后续也将
推出多样活动，铺展开“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动画卷。

党课可以上得交互又
具有沉浸感

“革命类纪念馆作为社会教
育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传承革命
精神的社会使命，承担着为党、
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的责任。
在多维度注重精神力量传递与
共鸣，将伟大建党精神浸润人
心，这是我们守正创新，迎接挑
战的核心原则和关键。”阮竣
说。

如何突破纪念馆本身的场
域，一大人最新做了一次以VR行
进式大空间做成的沉浸式红色
展览的尝试——“数字一大·初
心之旅”大空间VR沉浸式体验
展位于黄浦区雁荡路29号金雁
坊二楼。展馆整体空间以经典
石库门为主体元素，兼具红色文
化、海派气质与江南意韵，构建
出一堂交互行进式的沉浸“党
课”。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带上
VR眼镜，就能即刻进入一个360
度环视的虚拟世界，从“初心码
头”登船后，迎面而来的是20世
纪初的上海外滩景象。进入上
海的街头，有工人游行呐喊，有
机械设备从身边穿行而过……
随着画面升空，一本本与中国共
产党诞生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著作环绕眼前。拨开云雾，来
到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
日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和紧急转

移的全过程呈现于眼前，亲历其
中，参与者仿佛能真切感知“伟
大开端”的历史必然。

其中，VR影像的细节呈现，
对制作团队来说，同样需要付诸
匠心。哪怕是“那个年代的上海
外滩是怎样的”这样一个细节，
阮竣就带领项目主创团队，借助
上海图书馆平台，查阅了大量历
史资料，对外滩的每一栋楼进行
史料考证研究，共同探讨建筑呈
现样貌与方式，以求达到更严谨
的史实性、更适度的艺术性，从
而让观众观赏到1921年的上海
外滩景观。

阮竣说，作为全国首个LBE
VR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展，“初
心之旅”1.0版是一次以新质生
产力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
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性尝试，是
红色文化年轻态消费场景的突
破性营造，力求通过可视化呈
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让
人们触摸到有温度的革命历史，
让更多人爱上“红色+”。

“如何在新时代有创新表
达，如何通过产品与服务将红色
故事讲得有内涵、有温度、有共
鸣，中共一大纪念馆一直在探索
实践。我们将秉持守正创新的
理念不断打造和丰富‘一大’品
牌，坚守红色阵地，在新征程上
讲好建党故事，让初心红成为中
国潮。”在阮竣看来，党的创建历
史和伟大建党精神，必然要映照
当下和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传
播内容和方式都应与时俱进，在
新征程中着下锐意创新的笔墨，
让更多人汲取到砥砺奋进的精
神力量。

VR沉浸式体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