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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渔阳里”
作为坐落于上海闹
市之中的石库门建
筑群， 曾经创造了

中国革命历史的多个第一：老渔阳里 2

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陈独秀在
上海的寓所，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曾
在这里成立；新渔阳里 6号诞生了中国
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个通讯社———中俄通信社。

沿革

1961年 3 月， 国务院将新渔阳里 6 号正式命名
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并列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上海市委和
共青团中央在新渔阳里 6号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并于 2004 年建成开放。15

年来举办大量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接待逾百万
参观者。近年来，随着党史、团史研究深入和展陈手
段的日益月异， 为了进一步在新时代更好发挥渔阳
里的教育阵地功能，作为上海“党的诞生地挖掘宣传
工程” 的重要项目之一，2018 年 8月起，“渔阳里”团
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项目正式启动， 历时 8 个
多月。

本次改造在纪念馆内部设计上力求复原渔阳里
的江南文化特色， 复原渔阳里的石库门建筑特色，

在展陈内容上聚焦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22 年
团的一大召开期间，渔阳里和渔阳里培育的进步青
年在中国革命与青年团建立初期发挥的历史性作
用。尤其是强调了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上海
发起组，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得以相继成立并逐
步发展。

蝶变

全新亮相的纪念馆一共分为六个展区。一楼为
“序厅”和“共青团知识互动体验区”两个展区，序
厅设立了青年团八位发起人雕塑， 设有入团宣誓
和微团课区域， 互动体验区能通过电子屏互动展
示团的基本知识和青年英烈事迹， 实现团员网上
签到。

二楼展厅则以时间为序，分为“五四运动与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建立”、“外国语学社与渔阳里培育的进步青年”和
“从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到团一大的召
开”四个展区，以更加丰富的史料和文物，更为新颖
的多媒体呈现和艺术表达，回顾百年之前的红色足
迹，感怀革命青年的爱国情怀。改造之后，有不少史
料和文物均是首次展出。

在纪念馆改造的同时， 位于广场东侧的广场
在与锦江国际集团的共建推进下， 也由曾经的公
共停车场改造为渔阳里广场，面积约为 1200 平方

米，广场设置了“青春赞歌”中国青年运动史大
型浮雕墙与“青春足迹”步道，以艺术雕塑回顾
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发展脉络和重大事件。

同时， 渔阳里 6 号的弄堂环境和居民部分
生活设施在本次改造中得以修缮， 让渔阳里内
外既呈现青春气息，又体现城市温度。

“微”课堂
据了解，完成改造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于 2019年 4月 30日开始试运行，五
一小长假期间均面向公众开放。今后还将在纪念馆序
厅开设“微团课”，成为青年团员主题教育课堂，纪念
馆每逢周一闭馆。

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

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在五
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和渔阳
里旧貌换新颜，必将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青年团发起人之一施存统藏书

▲纪念馆二楼展区———全国各地建立团组织

▲五星红旗在渔阳里广场冉冉升起

▲纪念馆二楼展区———“五四时期的上海”

▲修旧如旧的渔阳里弄堂
▲毛泽东寄给施存统关于长沙团组织事务的信函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俞秀松募资启事

▲渔阳里广场上的青春赞歌大型浮雕墙

▲学生驻足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纪念馆序厅八位发起人铜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