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四出版
第951期 收稿邮箱：yc8291@sina.com
本周刊主编 杨春 编辑电话：(010)88146869
本版责编 / 杨春 校对/郑原圆 排版/孔祥佳

9
2021年2月18日 星期四 周 刊

民进成立旧址是民进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
舟、团结合作的历史见证，是民进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和研究民进创建史的资源宝库。2010
年 7 月，经民进中央十二届二十三次主席办公
会决定，将“民进成立旧址”确定为首批“民
进会史教育基地”，成为全国各级民进组织和广
大会员学习会史，牢记民进先辈嘱托，继承和
弘扬民进优良传统等会史宣传、教育的重要场
所之一。为进一步发挥民进成立旧址会史教
育、资政育人的作用，民进上海市委会于 2019
年 3 月向民进中央提交了 《关于建议筹建民进
成立旧址纪念馆的报告》，得到了民进中央的高
度重视，民进中央立即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
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并致函中共上
海市委统战部请其积极协助。民进成立旧址纪
念馆建设工作启动。

在前期筹备工作中，民进上海市委会专门赴
民进中央会史展、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进行
调研，并加紧开展有关会史资料的整理搜集工
作。在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至
2020年 6月底，民进上海市委会与中共上海市委
统战部、中共黄浦区委统战部、黄浦区文旅局、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等多方进行了 5 次沟通协调，
与市财政局进行了多次协调，围绕布展内容、布
展设计、项目经费、工作协调和沟通等各方面工
作有序推进。

现今的民进成立旧址“会心楼”已修复一
新，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纪念馆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正式开馆。纪念馆大门对面草坪
上竖立着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和王绍鏊的半身
铜像。铜像右后方有一块高 1.1 米、重约 2 吨的
纪念石，右上方镌刻着：“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
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旧址”，中间是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民进中央原名誉主席赵朴初书写的

“爱国、民主、团结、求实”8 个大字，左下方
刻着“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立”。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民进成立旧址纪念馆
开馆仪式上讲话，他说：“75 年前的今天，中国
正面临前途命运的抉择，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
表的一批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
士，忧国忧民，志同道合，在这里创立了中国民
主促进会，开启了民进事业。民进的创立，体现
了进步知识分子爱国民主的崇高追求，反映了反
内战、反独裁爱国民主运动的历史需要，得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重大成果，也赋予了

变身民进成立旧址纪念馆

民进成立旧址的确认与修复
刘晓斯

“75 年前的今天，中国正面临前途命运的抉
择，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一批文化教育出版
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忧国忧民，志同道合，
在这里创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启了民进事业。”
202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上海市
委、市委统战部以及黄浦区党委和黄浦区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纪念馆在上海落
成，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馆仪式并讲话。

本文所记述的，就是民进中央成立旧址的确认与
修复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阅读此
文，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两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
历史进程。

1945 年 12 月 30 日，上海的腊月，风雨如晦，
黑夜如磐。在上海亚尔培路 （现陕西南路） 爱麦虞
限路 （现绍兴路） 口的中国科学社内，马叙伦、王
绍鏊等 26 位身份各异却有着同样信念的人聚集在
这里，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在
这里成立了。

民进成立大会之所以选址在中国科学社举行，是
有其缘由的。一方面民进创始人中的周建人、曹梁厦
等人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另一方面，在当时国民
党白色恐怖的时局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大会的安全
问题十分关注，做了精心安排。

当年的中国科学社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一对于民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址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
河里。民进成立旧址的确认几经周折，整整经历了
10年时间。

1995年12月，为纪念民进成立50周年，民进上
海市委会有关同志打算在《民进申城月报》介绍民进
会史，并配发几张照片，于是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
四十年》关于民进成立于上海爱麦虞限路 （现绍兴
路）中国科学社的记载，来到位于上海陕西南路235
号（绍兴路口）的卢湾区图书馆（原中国科学社明复
图书馆，现名为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同志，并告
知其民进成立旧址建筑面临被拆除的消息。当年，为改
善交通拥堵问题，根据上海市政工程建设规划要求，要
拓宽陕西南路，牵涉当时卢湾区图书馆的搬迁问题。

民进上海市委会获悉后立即起草了《关于建议将

民进成立旧址的挂牌

民进成立旧址已经挂牌，但不能确定
民进成立大会的具体会议室，始终是民进
会员心头的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席
民进成立大会的民进创始人相继去世，这
给旧址的确认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2005年初，民进成立大会的亲历者宓
逸群从加拿大返沪探亲，时任民进上海市
委会主委严隽琪会见并宴请宓逸群。时任
民进上海市委会宣传部部长明浩在送宓老
时，提议到卢湾区图书馆故地重游，顺便
回忆一下民进成立大会的旧址，宓老欣然
答应。

宓老虽已90高龄，但对当年往事还记
忆犹新。进入明复图书馆大门，随行人员
带领宓老走进图书馆大楼，试图寻找当年
成立大会会议室，宓老连连摆手，说进大
门后应该向右拐弯到一座小洋楼，而不是
向左拐弯进图书馆大楼。宓老所说的这座
小洋楼就是原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

当时图书馆正在大修，地上到处是黄
沙石子，还有一摊摊的积水，宓老不顾工
地上的泥泞，在随行人员的搀护下跨过地
上堆放的脚手架，踩着黄沙石子，走进小
楼。他一见小楼就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十
分肯定地说民进成立大会是在1945年年底
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在这里一楼会议厅举行
的。

1999年挂牌时，柯灵曾辨认会议室旧
址，柯老也认为不是在图书馆大楼开会
的，而是在一座小洋楼内开的。因为当时
小楼与图书馆大楼有围墙隔开，小楼里面
有多户居民居住，所以也无法辨认。宓老
与柯老的说法互相印证。

据宓老回忆，1945年 12月 30日是星
期天，他一早就来会场做准备。他是马叙
伦的学生，同时又是民进中央第一任秘
书，所以会议的准备工作都是他来做，包
括签到笺都是他提前放在会场门口的，所
以他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地方。他还记
得马叙伦先生首先来到会场，第一个签了
名，他也随后签了名。后来，这张珍贵的
签到笺一直由他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民
进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民进成立大会的会场所在地经宓逸群
先生确认后，民进上海市委会向民进中央
作了汇报，得到了民进中央的高度重视。

2005年4月，时任民进中央副秘书长虞音
和研究室副主任刘志奇在参加江浙沪民进
参政议政工作联席会时，到卢湾区图书馆
进行了实地考察。5月，时任民进中央网
站负责人王炳舟、研究室副主任刘志奇等
专程来沪，研究讨论民进成立旧址有关事
宜。

经民进中央进一步考证，在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原卢湾区委宣传部、统战
部，原卢湾区文化局、图书馆等单位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原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小
楼被确定为“民进成立旧址”，并在小楼
前竖立一块纪念石碑，在小楼一楼会议室
的墙上挂上紫檀木纪念匾额，作为向民进
成立60周年的献礼。

时任民进上海市委会委员、上海市工
艺美术大师的屠杰自告奋勇地承担了选用
千年紫檀木雕塑纪念匾额的任务，并将它
捐赠给民进成立旧址。匾上的浮雕凸显了
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先生的
侧面头像以及民进成立的日期——公元
1945年 12月 30日，星期日，农历乙酉年
十一月廿六日，并细刻了参加民进成立大
会的26位民进前辈的亲笔签名；下方镌刻
着“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 12月30日在
此成立”，其中“中国民主促进会”7个字
采用马叙伦的手书；四周的白玉兰图案则
示意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

民进成立旧址所在的小楼于2005年 6
月正式交付使用，交付使用后的第一个活
动就是举行了时任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
委、著名作家赵丽宏作品朗诵会，因其朗

诵会题为“会心一笑”，就把这个楼命名
为“会心楼”，并沿用至今。

2005年12月18日，时任民进中央主席
许嘉璐、常务副主席张怀西、副主席严隽琪
等民进中央领导来民进成立旧址参加瞻仰
活动。已回沪定居的宓老也出席了活动。

许嘉璐在参加活动时说：“这将会在
民进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我们这些后
来人来到了60年前前辈策划成立中国民主
促进会的旧址，每个人都思绪万千。当
年，这些前辈是在白色恐怖下，在一片黑
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曙光，于是他们不顾
个人安危，凝聚在一起，举起了反内战、
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旗帜，以促进中
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成立了中国民
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
同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的建设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这
些后来人处在安定、和平、幸福的社会环
境，但先辈们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作为
民进会员，怎样才能无愧于民进的前辈，
无愧于历史，唯有踏着前辈的足迹，秉承
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事业，一点一滴
地学习他们的品格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
精神，才可以告慰已经过世的24位前辈和
在世的两位前辈。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定要
把成立旧址作为全会开展多党合作优良传
统教育的一个基地。”

许嘉璐还建议：“在旧址内开辟一个
书架，陈列有关民进的史料和图书，让来
这里的民进会员和群众见到旧址，也看一
看民进这60年是怎么走过来，民进现在怎
么样，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15年 5月 5日，时任民进中央主席
严隽琪在民进成立旧址出席民进上海市静
安区委第七届新会员支部专题组织生活并
向民进成立旧址捐赠《叶圣陶全传》《叶
圣陶画传》《叶至善集》等图书。

民进成立大会旧址的确认

民进成立大会会址作为革命遗址加以保护》的提案，
并于1996年在上海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期间提交。

陕西南路上，除民进成立旧址外，两边有很多旧
址，市政府经过综合考虑，将其作为交通单行道，不
再拆除两边建筑，这样既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同时
又保存了这些有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

1997 年，为了解决民进成立旧址的挂牌问题，
民进上海市委会又撰写了《关于将民进成立大会会址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提案，并于1998年向上
海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同年3月，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对该提案予以答复，建议先向原中共卢湾区
委宣传部提出申报。

原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收到民进上海市委会的申请
后，与原卢湾区文化局进行商议，同意向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提出申请，将民进成立大会旧址作为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并挂牌，但因当时还没有达到配备讲解员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条件的要求，此事暂时搁置。

1998 年 12 月份，民进中央十届二次全会召开
时，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向时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
雷洁琼提到此事，雷洁琼非常关注，并给时任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黄菊写了一封亲笔信。此事得到了中共上
海市委的重视，由黄菊批示，市委统战部具体落实。

同时，民进上海市委会又向上海市政协九届二次
会议提交了《关于将民进成立大会会址作为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再建议》的提案。在原中共卢湾区委、
区委统战部、区文化局及区图书馆等单位共同努力
下，愿望得以实现。

1999年 6月 17日，民进上海市委会举行庆祝民
进上海地方组织成立50周年活动，时任民进中央主
席许嘉璐和民进创始人之一的柯灵参加庆祝活动，并
在民进成立旧址举行了揭牌仪式。

雷洁琼是参加成立大会的26人之一，她听到即将
在卢湾区图书馆门前张挂民进成立旧址纪念牌的消息
时，非常高兴，并专门写了一封贺信。她在贺信中
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会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
命运，由26个人发展到7万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会形
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
正确而深刻地理解这一传统，是加强会史教育的一项
重要任务。

这个建筑物独特而珍贵的历史价值，决定了这个
纪念馆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光辉历
史、民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宣传教育中的独特
地位和重要功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历史建
筑，充分发挥民进会史教育基地的作用，广泛开
展学习教育，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促进
自身建设。”

创新升级后的民进成立旧址纪念馆，展厅面
积由原来的 1间展厅 30多平方米拓展为 4间展厅
144平方米，以时间为顺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
载体、以传统和现代化的展陈方式为支撑，呈现
了民进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通力
合作的光辉历史，呈现了民进认同并选择接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历史，呈现了民进参与协商
建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建
设、走进新时代的发展史。纪念馆内展板、展柜
共展示了近200份图文资料，全馆共设立14个二
维码扫码点，覆盖4个展厅，可以实现全馆全程
自助导览。

（本文作者为民进中央宣传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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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

民建成立大会旧址——上海原中国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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