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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纪念馆全新开馆。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共一大纪念馆，经过
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精心建设，至此一切就绪。

一大早，这里已人头攒动，人们致敬百年历史，
感悟初心使命。

时间回到一百年前的那个夏日，身着长衫、中
山装、西装的 10多位热血志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于无声处，历史改
变。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
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
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
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坚定政治信念，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兴业路上，与新建展馆
隔街相望的中共一大会址庄严肃穆，展馆外的一大
广场恢宏大气，新建展馆内的基本陈列展厚重丰富
……中共一大纪念馆，既凝固历史，又穿越时空，让
参观者清晰感知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
生到蓬勃兴旺的奋斗历程，真切感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的时代意义。

“新旧”交融中，兴业路汇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
瞻仰者。从党的诞生地再出发、从建党百年的伟大
时间节点再出发，红色基因赓续相传、永不变色。

建党文物大“集结”，形象讲述“初心始发”

推开纪念馆厚重的大门，犹如走入了一百年前
“伟大的开端”。

宽敞的前厅，正前方中间照壁为“日出东方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上海、南湖、井
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一个个光
辉的红色地标，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
征程。

左右两侧，分别是展现长江三峡及黄河壶口瀑
布景观的“中流砥柱”，以及反映长城壮丽景象的

“民族脊梁”。
“一种波澜壮阔的感觉扑面而来。”参观者张荣

宁说。
乘电梯下楼，13名中共一大代表挺拔站立的群

体铜像，拉开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陈列”展览的大幕。

“基本陈列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集结’，
集中地向参观者呈现建党时期的珍贵文物。”中共
一大纪念馆研究馆员张玉菡介绍，新文化运动、五
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成立、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等
建党前后的珍贵文献、照片、实物等在此悉数亮相。

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的基本陈列展厅，共有
612件文物展品，较原先基本陈列展出的文物数量
大幅扩容。算上各类图片、艺术展项等，展品总量
从原来的 278件增至 1168件。

“看到这么多穿越百年的珍贵物品，十分震
撼。”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周新在
开馆当日走进展厅，感到“又充实又过瘾，回顾我们
党走过的辉煌历程，作为党员，倍感自豪，信心满
怀。”

以红色为主基调，展厅内可谓“步步有景，步步
有故事”。驻足在一件件铭刻着历史印记的文物面
前，透过文字介绍，循着时间脉络，感慨于苦难深重
的旧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奋斗与牺牲，由此更
清晰地感悟：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大型立体式视觉置景名为“主义的抉择”，100
件五四运动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报纸
杂志，错落陈列在玻璃墙上。其中，《新青年》第 6卷
第 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在前端“高光”展示，这期

“专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较
为系统的阶段。

三折 LED屏幕前，纪念馆“镇馆之宝”《共产党
宣言》的 72种版本全部展出，三组互为呼应的故事
场景分别讲述翻译宣言、出版宣言、守护宣言三个
篇章。

名为“光荣之城”巨型沙盘，以动态灯光效果展
示中共中央在上海 12年（1921年至 1933年）的空间
与历史轨迹。有参观者形容，地标上的一个个红色
光点仿佛跳动的心脏，将火热的血液泵至祖国各地
……

“展陈还有一条‘隐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诞生的历史逻辑。”张玉菡说。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
走向全国执政。为什么是上海？新修《上海通史》
主编熊月之告诉记者，20世纪 20年代的上海，具备
了共产党诞生的多个有利条件：不断壮大的工人阶

级、国内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中外势力多头统治
形成的政治缝隙、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等，再加
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
在这里登上了历史舞台。

“期待参观者在纪念馆里找到一处一处的历史
细节，理解百年前的开端何其伟大。”中共一大纪念
馆馆长薛峰说。

展陈功能新“跨越”，让历史教科书“活起来”

用好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创建的光荣历史、奋斗历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
就，广泛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上海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全新开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不仅常设展做
了全面更新升级，整体功能也有跨越式提升。更大
的空间、更优美的整体环境，都将为探寻初心之旅
带来更丰富的体验。”薛峰说。

基本陈列展厅外，新落成的一大广场人流如
织。广场在今年“五一”期间率先开放，迅速成为上
海新一处红色地标，最多时一天迎来约 1万人次的
参观者。

“不管大家来自哪里，汇聚到这个广场上，就会
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华北电力大学研一学
生李锦一说。

走在这里，能看到同为石库门建筑样式的新馆
外观。墙壁上，一个个拱形门楣下蕴含“红色密
码”，展示着渔阳里、甲秀里、成裕里、辅德里等承载
上海红色历史的里弄铭牌。

薛峰说，希望这里能成为共产党员回望初心的
“宣誓之地”、市民游客参观初心始发地的公共空
间，为上海中心城区传播红色文化营造浓厚氛围。

广场西侧，经过精心修缮的中共一大会址焕发
百年风华。建筑无声，但模样未改的乌漆木门、砖
红雕花门楣、朱红窗棂，却让红色历史的讲述多了
一份“原汁原味”。

“百年之际的修缮像一次‘小结’，我们要在这
个新起点上继续讲好建党的故事。”中共一大纪念
馆“90后”宣教专员李欣曈说，“相信对参观者来说，

看到‘修旧如旧’的百年会址，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全
新的精神气象，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如何
历久弥坚。”

走进这座石库门建筑，一个面积 18平方米的房
间按照 1921年会议召开的场景复原布置。宣誓大
厅内，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一旁，悬挂着巨幅中
国共产党党旗。一批批党员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字
字铿锵。仪式教育在这一庄严的空间内更加直抵
人心。

“一次参观瞻仰，寻到一种力量，看到一份初
心。”“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自豪，我骄傲，
我担当！”“百年大党，永远年轻。今年一定要递交
入党申请书！”……

一张张留言便笺上，写满参观者的感悟与“表
白”。

新馆展厅结束处，以绵延山脉为背景的留言墙
上方，是一块显示着江山图景的电子屏幕。参观者
在互动装置上留下的个人影像，一张张“飞入”图景
之中，汇聚成群像。屏幕左侧，醒目的 12个大字为
展陈尾声道出无穷余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守护精神家园，讲好党的故事

新馆之“新”，在于更好地纪念、庆祝，而新馆之
“不变”，是传承红色基因，是无数人在党的诞生地
保护会址、深刻思索、解读初心、讲好中国共产党创
建历史的一片赤诚。

来自江西上饶的徐正堂做了 40年油漆工，头一
次留在工地上过年，就是今年春节在中共一大会
址。那时，他参与会址修缮工作已两个月。

“工程需要，我十分愿意参与，家人也特别支持
我。能为建党百年作贡献，这是多难得的机会！”一
块块会址标志性的雕花木板在岁月流逝中有的颜
色变淡，有的漆面剥落，徐正堂和师傅们用中国传
统工艺广漆一遍遍涂刷、打磨、批嵌，经过十几道工
序，才能呈现出大家看到的那抹“一大红”。

紧邻会址的新建场馆，尽管是 2019年 8月动工
建设的街区“新成员”，但在设计师们的巧思下，通

过立面设计，使场馆与中共一大会址、周边新天地
商业区整体风貌融为一体。

“这是多方专家经过数月论证才确定下来的
‘融合型方案’，尊重原有城市风貌与尺度，建筑造
型体现石库门特色。”华建集团党委副书记、“一大”
项目负责人夏冰说。

展陈则是纪念馆的“表达”，在张玉菡印象中，
没有哪次策展的工作量像“伟大的开端”基本陈列
这样大：“从制定展陈大纲到细化小样稿，前前后后
修改了几十次，反复思考如何呈现好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历史逻辑。”

对细节的反复确认，在于传播建党历史的一种
责任。“当年轻人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他只要记住
了一件文物、受到了一份触动，就能为他的人生留
下一个‘基点’。在他不同的成长时期，他所遇到的
一个个‘基点’串联起来，就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党史观、人生观。”张玉菡说。

对参观者的影响，也是李欣曈特别看重的：“我
们‘深吸一口气’，投注所有干劲，都要把这个新空
间内的新表达转化成语言，传递给观众。”

今年“五一”期间，李欣曈和纪念馆宣教部的同
事们拿到了新展陈的讲解词，讲解词之外还有一份
四五万字的“资料版”。

“没有什么捷径，只有每天泡在新展陈里，扎进
史料堆里，不断熟悉、消化。”李欣曈说，当戴上麦克
风、面对参观者，她所代表的就不是自己，而是中国
共产党创建历史的讲述者。“我们的职责使命，就是
带着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新时代赋予的精神属
性下，讲好‘伟大的开端’。”

从空中俯瞰，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被人
群围绕，红色起点，朴素而庄重；不远处，万商云集
的繁华里，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像是历史的另一
头——由起点孕育出的未来向上伸展，势不可挡。

纪念馆里，不时响起共产党员的宣誓声，这声
音穿越时空，如海潮奔涌，浩浩荡荡：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
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
不叛党。”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郭敬丹 周琳 吴振东
（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

在这里，读懂“伟大的开端”
——中共一大纪念馆全新开馆

6月3日，观众进入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 6月3日，党员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重温入党誓词。6月3日，党员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外重温入党誓词。

名为“光荣之城”的巨型沙盘，以动态灯光效果
展示中共中央1921年至1933年在上海的空间与历
史轨迹（6月1日摄）。

三折 LED 屏幕前，纪念馆“镇馆之宝”《共产党
宣言》的 72 种版本全部展出，三组互为呼应的故事
场景分别讲述翻译宣言、出版宣言、守护宣言三个
篇章（6月1日摄）。

6 月 3 日，参观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伟大的
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上展出的
油画作品《星火》前驻足观看。

大型立体式视觉置景名为“主义的抉择”，100 件五四运动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报纸杂
志，错落陈列在玻璃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