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市黄浦区有一
条名不见经传的小马路
——南昌路，全长不到
1700米，北面是繁花似锦
的淮海路，南面是雍容高
雅的复兴路。南昌路始建
于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
年），这里原是旧上海法
租界的核心区域，曾以法
国殖民者的名字来命名，
在上世纪 40 年代更名为
南昌路。

当 满 街 泛 黄 的 梧 桐
树叶缓缓飘落在南昌路
上时，让人不禁想到几
件与南昌路有关的革命
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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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上的革命文物
施泳峰

韩俊同志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
究，著作颇丰。他主编的《走向共同富
裕的苏州之路》，是他对苏州农村改革
发展长期跟踪研究的又一成果。本书
聚焦苏州新型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典
型研究，通过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启
发引导我们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
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增
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确保集体资产
保值增值，保护农民资产权益，引领农
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书中回顾总结了苏州集体经济的
四次跨越和苏州集体经济的独有特
色，展现了苏州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和发展成效，提出了苏州新型集体经

济发展的五点启示：第一，坚持因地
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第
二，坚持明晰产权，持续深化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资产权能
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坚持完
善农村产权市场体系和规则体系，推
动农村产权流动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
作；第四，坚持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均
衡发展，注重“抓两头、带中间”。
第五，坚持处理好村级组织与集体经
济关系，有序开展政经分开改革。

这本书，兼顾理论与实践，关注
制度与政策的形成脉络，注重用案例
和数据说话，好读、好懂、好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一书一票：

我与韩俊的《走向共同富裕的苏州之路》
杨建平

天津博物馆藏“曹氏”六面
铜印，整体呈凸字形，为魏晋时
期流行的一种六面均有文字印
式，印文结体较松散，自然率
真，颇受后世青睐，是古代印玺
中的特殊形式。

此印最上有凸起缩小铸成印
钮，钮上有穿，凿阴文“曹氏”
二字，底面为阴文“曹氏印信”，
印体四面为“女言疏”“曹新妇白
疏”“官”和“印完”。除“官”
字为汉篆，其余印文书体皆为悬
针篆。

此悬针篆书体与魏正始年间的
三体石经中的篆书相近，印文上部
笔画紧密，下部体势伸展，收笔尖
细，疏密有致，自由浪漫，是研究
古代玺印流变的重要资料。

“曹氏”六面铜印

陈独秀著作《政治主义谈》

陈独秀的著作 《政治主义谈》 现
藏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是国家一
级革命历史文物。纵 18.4 厘米，横
13厘米，纸本，纸张已经泛黄，表面
有污渍，书钉已经生锈。这本 《政治
主义谈》 单行本小册子是陈独秀在中
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针对张东荪、胡适
等无政府主义者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者主张“不谈政治”而撰写的一篇文
章。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张东
荪、胡适鼓吹的“不谈政治”的实质
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认为人类
不能脱离政治，主要用革命手段建立
劳动阶级的国家。该文曾以 《谈政
治》 的篇名在 1920 年 9 月出版的 8 卷
1期《新青年》杂志上发表。

南昌路100弄2号是一幢坐北朝南
的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这
里就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
《新青年》 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在这
里，陈独秀先后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觉悟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
振英、沈雁冰等知识分子参加 《新青
年》 杂志编辑部工作，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工作亦随之悄然展开。

1920 年 5 月，湖南青年毛泽东风
尘仆仆地赶到南昌路100弄2号拜会陈
独秀，并与陈独秀促膝长谈，当时27
岁的毛泽东对比他大十多岁的陈独秀
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据蔡和森回
忆，毛泽东的 《体育之研究》 在 《新
青年》 杂志刊登以后，他对蔡和森
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
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
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
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
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我和
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
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
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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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在 《政治主义谈》 中公开
将自己明确定义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这“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宣言书，也预示着 《新青年》 杂
志的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从 1920
年起 《新青年》 杂志在事实上已经成

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
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 年 9 月 《新青
年》 杂志刊登的 《谈政治》 以及随后
发行的 《政治主义谈》 单行本小册
子，就像闪电一样照亮了那个时代，
对于当时“各地正在从事的建立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
用”。这表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工人群众的
过程中，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
中，不断砥砺自己，不断成长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已经水到渠
成。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

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
影照现藏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是
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物。1924 年 5月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在孙中山先生
寓所草坪上摄影留念，后排左二为
毛泽东，后排左四为沈泽民，后排右
三为恽代英，中排左四为王荷波，前
排左一为邓中夏，前排右一为向警
予。这张照片留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珍贵的历史镜头，充分反映出
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
王荷波、沈泽民等中国共产党早期著
名领导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

1924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
开，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
立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执行部。国
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成立于 1924 年 2
月，办公地址为南昌路 180 号，负责
苏、浙、皖、赣、沪等地的党务，由
国民党人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
为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派出毛泽东、
恽代英、向警予、邓中夏、王荷波、
沈泽民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上
海执行部工作。

南昌路 180 号是一排三幢砖木结
构坐北朝南沿街的楼房建筑，周边地
势开阔，商业繁华，交通便捷。1924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选择在
这里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从此
南昌路 180 号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场所。国
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在这里指导和帮
助各地建立国民党基层党部和发展党
员，先后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青
年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教育委员
会、工人运动委员会等，吸收共产党
人和国民党人士参加。

1924 年 2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
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
部的工作。他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
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
冲未到任前，一度代理文书科主任。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主
要工作是协调国共两党的行动，争取
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坚定反击国民党
右派的攻击。同时根据孙中山的指示
与国民党一大的决议，对在上海的国
民党人进行重新登记。可是孙中山的
这一决定不仅在广州遭到不少人的反
对，在上海更是阻力重重。毛泽东成
功化解国民党元老谢持的抵制，顺利
完成重新登记工作。1924年 3月国民
党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毛泽东亲自
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
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
后这些人成为工农武装和人民军队的

骨干力量。
1924 年 5 月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

着两岁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毛
岸青来到上海。虽然工作是辛劳的，
但是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杨开慧带
着两个孩子相夫教子，毛泽东还时不
时地委托她到工人夜校去讲课，教授
工人文化知识，有时他甚至抱着大儿
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一直
到1924年底毛泽东因为身体原因辞去
了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带着妻儿一块儿回到了湖南。1937年
毛泽东在延安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
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
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
中央上海执行部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活动。1926年 1月国民党二大决
定撤销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和国民
党左派人士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
部，以继续贯彻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
张。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
影照，反映了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
合作的真实历史面貌，弥足珍贵。

1931年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
在复兴公园合影

1931年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复
兴公园合影照现藏于上海档案馆，是
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物。1931年 3月
大同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带着19名儿
童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拍摄。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
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就
义，留下遗孤，无人照顾。在上海主
持党中央实际工作的周恩来十分不
安，于是决定由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
出面，在上海开办一所幼稚园，经再
三研究，党中央将这项工作交给了以
牧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
吾。

董健吾选中了南昌路48号，这是
一栋坐北朝南的 3 开间两层洋楼，建
筑面积约 440 平方米，环境幽静，光
线充足，距离法国公园 （今复兴公
园） 仅几十米远，天气晴朗时，孩子

们每天都可到公园去游玩。1930年大
同幼稚园在这里开办。出于安全考
虑，周恩来特意邀请宋庆龄为大同幼
稚园题写牌匾，又请于右任为大同幼
稚园题写园名，有了这两块金字招牌
作为掩护，国民党反动警探一时不敢
随意前来骚扰。

1930 年 11 月 杨 开 慧 在 长 沙 牺
牲，留下 3 个年幼的孩子。杨开慧的
母 亲 杨 老 夫 人 历 经 千 辛 万 苦 ， 在
1931 年 1 月好不容易将毛岸英 （8
岁）、 毛 岸 青 （7 岁）、 毛 岸 龙 （4
岁） 带到上海，交给上海的地下党
组织，送入大同幼稚园照顾。1931
年 6 月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调任江西
瑞金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还特意
前 往 大 同 幼 稚 园 看 望 毛 岸 英 等 孩
子 ， 并 详 细 询 问 了 他 们 的 生 活 情
况，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信委
托毛泽民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
曾想到，几天后毛岸龙突然发烧腹
泻，被保育员紧急送到距离大同幼
稚 园 不 远 的 广 慈 医 院 （今 瑞 金 医
院） 就诊，虽经抢救，但 4 岁的毛岸
龙还是在半夜里不幸病亡。

1931年随着顾顺章、向忠发等叛
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凶
险，不得不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
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
毛岸英、毛岸青则直接搬到了董健吾
的家里，并在1936年乘坐轮船离开上
海前往法国，转道莫斯科，在苏联学
习生活。

虽然位于南昌路 48 号的大同幼
稚园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在上
世纪 30 年代上海充斥着白色恐怖的
年代里，这里无疑是一个充满温情
的“红色摇篮”，也曾经是年幼无助
的烈士遗孤们的乐园，这幅 1931 年
大同幼稚园全体师生在复兴公园的
合影照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同幼稚
园改名为雁荡路幼儿园，继续履行
着 抚 育 新 一 代 中 国 儿 童 的 责 任 。
1987 年恢复“大同”园名，全国妇
联主席康克清题写了园名。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
员，上海市文博研究馆员）

本报讯（记者 付裕） 从2012年至
今，中国嘉德 （香港） 在 10年时间内，
共呈献近150场专场拍卖，总成交80亿
港元，屡破世界拍卖纪录。

为此，中国嘉德（香港）拍卖日前表
示，将合拼春秋二拍，并将于10月在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十周年系列庆典活
动。

此外，将持续突破传统拍卖框架，以
结合线上、线下等多样方式，陆续推出展
售会以及小型拍卖会，包括瑰丽珠宝展售
会、中国嘉德香港5月拍卖会瓷器工艺品
专场拍卖等。

中国嘉德（香港）十周年
拍卖开启征集活动

“曹氏”六面铜印

1931年大同幼稚园保育员带儿童在复兴公园合影照

陈独秀著作《政治主义谈》

“政协记忆”征稿启事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为全面展现政协文史工作成果，特向
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以及专业研究机构、文史工作者开展“政协记
忆”征稿活动。

一、征稿主题
以“政协记忆”为主题，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故事，讲述各级政协的文

史工作、政协委员的履职故事和研究收集的文史资料，具体栏目如下：
红色印记：基于各地红色资源，重点刊登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

历史故事、文物及纪念馆。
大城大河：基于大运河、长城、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资源，重点刊登有

关调研成果、委员随笔、文化名人、文化故事、文化现象等内容。
光影史话：政协组织、委员和有关机构提供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历史地

点等相关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遗址遗迹：各地政协（文史委）、各地文物主管部门和组织推荐，重点刊

登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遗址和遗迹，讲述背后的修建、保护故事。
收藏故事：各地政协委员、民主人士、重要人物相关文物艺术品收藏故

事，可涉及其重要收藏经历、文物流转经历等。
二、征稿要求
(一)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word格式；图片单独发原图，不要压缩或

放进word文档中。
(二)请在标题前注明“征稿”字样。政协组织推荐请注明“××政协推

荐”；自由来稿请标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三)收稿邮箱：rmzxbcqzk@sina.com
三、评奖办法
将择优颁发“最佳组织奖”和“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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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