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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

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

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

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

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靠近霞

飞路的一段（建于1917年）是新渔阳里，因

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

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

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

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老渔阳里：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 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

总司令”的陈独秀由北京抵沪，入住环龙路

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

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这是砖木结构、

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陈独秀离开北京

时，李大钊与他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

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工作。不久，共产

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经李

大钊介绍，来到申城会见陈独秀，在此就建

立党组织一事进行商谈。

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

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

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

抵沪，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

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

治信仰。

6 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

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 2号经两次开会商

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

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

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的意

见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

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它通过多种方式积极

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9 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

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

“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

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

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

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1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

党》，系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 2 号；

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树起“共产党”的

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

版 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

灯夜战。

192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

渔阳里 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

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

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 106号（今兴业路 76
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

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 3人组成

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

记。9 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

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

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商量党的

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

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

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由于《新青年》常

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 10
月 4 日和翌年 8 月 9 日，陈独秀曾两次被

捕；至 1922年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

迁往别处。

新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重要基地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发挥了“临

时中央”职能，霞飞路新渔阳里 6号（今淮

海中路 567 弄 6 号）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

要基地。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

门房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

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

个红色通讯机构——中俄通信社，设于新

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
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

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

形》。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

国内报纸，颇受各界关注。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于 1920 年 8 月 22 日诞生。

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

道、李汉俊、袁振英等 8名青年，机关设于

新渔阳里 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

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

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陈独秀还将团的

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

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

国际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

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
年 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 200人，全国已有

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

任书记，机关仍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

部，于 1920 年 9 月在新渔阳里 6 号开设外

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

书。1920年 9月 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

版登载了《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其实，这

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

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

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曹靖华

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

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 6 号。

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

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1921
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30多名学

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 3批被派往苏

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0年 10月 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

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 6号召开筹备会，由

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

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

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

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

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

《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

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

“渔阳里精神”：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00周年之

际，新老渔阳里作为我党“开天辟地”光辉

历程的起点，两个相连的街坊更引起瞩目。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

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如陈独秀、杨明

斋、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

等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在此留

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

梁柏台、雷晋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

加革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

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

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如第一个共产党

组织、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

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

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第一

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史实证

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这里

产生了“渔阳里精神”：勤于学习，勇于进

取，敢于攻坚，善于创新，富于建树，乐于奉

献。它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使红

色基因充满生命力。

拿到颜萍新作《至慧集》，看着书名，

脑子里便闪出八个字：福至心灵，心至慧

生。直觉告诉我，颜萍的这本新作，主题

应该是她对于人生的体验、思考与感悟。

读到首篇《阿奶的白菜炖丁蹄》，一种

暖暖的幸福感就扑面而来。尽管是清明，

尽管是扫墓，颜萍却因为“梦见一碗丁蹄

的故事后，笑着醒来”。梦里是阿奶做的

一碗白菜炖丁蹄，这是颜萍“每次吃丁蹄

的时候，家里总会欢声笑语”的一则“被说

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小时候有阿奶呵

护的颜萍不仅有美食，而且有快乐。我读

着读着竟想哭。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小时

候的生活里有阿奶是一种福气，我的记忆

中就没有阿奶，因为我生来就没见到过阿

奶。所以，每每读到有人回忆阿奶的文

章，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少了一只角。

《朴素的红烧肉》里，吃着母亲做的红

烧肉，“总觉比别人家的都好吃”。颜萍不

仅有一位会做菜的好阿奶，还有一位会做

朴素的红烧肉的好母亲。显然，一道朴素

的红烧肉，不只是单纯的味道好吃，还有

一种特殊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与灵魂的

成长有关。颜萍写道，“每个人的心里都

藏着妈妈做的红烧肉的味道，也许这就是

穿越味蕾直达灵魂的记忆”。这就是福至

心灵！颜萍知福惜福，把福写成文字，让

人们分享。

《至慧集》的文字，都与颜萍的生活、

工作有关，写的是生活中的日常与司空见

惯的小事杂事，有些甚至就是一只馒头，

一次茶聚，一袋萝卜，但是，因为颜萍是以

她自己的心灵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的，

所以，那些记录生活日常的文字里闪现着

思想的火花、人生的哲理。笔到心到，心

到智慧生。一只馒头——“做人也该像馒

头那样，淡而实”，一只葱油饼——“希望

看到和倍感骄傲的文化传承”，一个山核

桃——“识材、试材、品材、爱材、惜材”，一

个萝卜——“认识事物都有一个过程，如

果我们只看表象，也许就错过了蕴涵其中

的玄妙之机”。

《至慧集》里的文字，真实、真情、真

话。我特别喜欢其中“云间乡贤”里的十

篇文章，这些篇章涉及当代已故的11位松

江籍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复杂人生，自

然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还有种种议论。

写好这些人物，既需要才气，更需要勇

气！但颜萍似乎毫无顾虑，以自己独特的

视角、独立的判断及独有的文风，将他们

写出来了，写得真实而感人。尤其难能可

贵的是，文字中没有大话、套话、空话、虚

话。这些文字，或将成为纪念这些松江乡

贤的珍贵史料！

写真话，不仅是一种表达行为，更重

要的是履行一种责任。颜萍在《写作与生

活》中直接说“写作是一种责任”，“写作要

能思考社会问题，要有社会正义感，社会

责任感”。《至慧集》充分体现了这一追

求。《急刹车下的新思考》《停课不停学思

考》等等，都是带着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思考的社会问题。我特别敬佩的是，当一

些人还为因疫情而宅在家里坐立不宁的

时候，颜萍却在专注地思考着疫情带给人

类的挑战及造成的一些问题；当一些教

师、家长与孩子们面对停课不停学的问题

纠结迷茫的时候，颜萍已连续写出了五篇

思考，且每一篇思考都表明了鲜明的立场

与态度，积极而正面。颜萍关心子女的成

长，热心教育，她还担任着一所学校的家

委会主任，《至慧集》中收录了她在学校的

两篇演讲，这两篇演讲充满激情，充分体

现了她的家国情怀。这就是一个作家的

社会正义感，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向往恬静。颜萍把她出版的第一本

书命名为《向往恬静》，在这本《至慧集》

里，又专列一辑，还是命名为《向往恬静》，

可见，恬静在颜萍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

要。恬静是什么，就是恬淡、安静的人生状

态。平日里，颜萍常去或向往的地方有两

个，一是植物园，一是图书馆。这两个地

方，便是恬静的地方。“我知道，骨子里我是

个解风情又不解风情的人，只有植物园才

是我向往的伊甸园；我知道，骨子里我是个

爱读书又不懂书的人，只有图书馆才是我

的精神家园”。认识恬静，需要智慧；向往

恬静，更需要智慧。“恬静最美，心向往之”，

实际上，恬静是一个美丽的境界，是人生的

姿态，生活的姿态，更应是生命的姿态。

《至慧集》是一种如火柴一般的智慧

集，读着读着，会因她的一段故事，一个思

考，甚至一句话，不经意间，就点燃了我们

的思想火花，令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与生

活，或者社会与实际，产生一种新的认

识。这便是我读《至慧集》的一点感受。

曾记当年沪剧队（下）

闵德贤唱沪剧是 1958 年就开始的。

当时，他虽为理发师傅，但真正在店里替

人剃头的时间还真不多，一直在“不务正

业”地搞着文艺演出——当然都是组织

上安排他去的，什么征兵宣传啦，健康饮

食宣传啦，爱国卫生宣传啦……总之，在

那个年代中，文艺宣传是我党群众工作

的一大法宝。好在理发店里多他一个少

他一个也不在乎，可演出队中他绝对是

主力呀！

从十五六岁起开始受松江沪剧团王

中玉老团长等辅导指点学唱沪剧的闵德

贤，父母亲倒也不是什么演戏或是滩簧

迷出身。他喜欢唱沪剧完全是自己所

好。尽管他这么喜欢演唱，也常常被市

群艺馆借去，一些剧团也多次想调他去，

但他就是不肯。问他究竟什么原因，他

说也没什么特别原因，就是不想正式唱

戏的，想唱么就唱唱，不想唱么就不唱，

多自由啊！

沪剧队里，闵德贤始终是绝对的头牌

小生。除他以外，上海仪表机床厂、上海

第四机床厂的王忠发、周伟康、沈琦等几

位男演员，当时也是比较有名的。

在俱乐部演出队，闵德贤认识了后来

成为闵太太的任瑞新小姐，她是一家手套

厂的工人，也是因为喜爱文艺而先参加了

厂里的宣传队，后又被俱乐部文工团看

中，进了越剧队。前些年，在松江各沪剧

沙龙的活动现场，我们常常能看到这一对

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两口，依旧在唱个不停

——不过，闵太太任老师早已“弃”越剧唱

起了沪剧，杨（飞飞）派蛮浓得口来！

说起唱戏，闵德贤身上还有一只故事

可讲。那是在“文革”中，正是大唱革命样

板戏的年代，文艺小分队当然更是“义不

容辞”。那一天正是大伏天，气温高达 39
摄氏度以上，闵德贤他们的《红灯记》上演

了。他穿着铁路工人的呢制服，扮演着男

一号李玉和。因为身材不够魁梧，服装设

计还让他在胸前塞了点东西。起先倒也

一切正常，可当演到喝那碗壮行酒时，闵

德贤突然感到那垫块在往下坠。可不能

出洋相呀！他于是赶紧左手隔着制服往

上托里面的垫块，右手端着小酒杯，摆着

那人们熟悉的英雄 pose（姿势），唱道：“临

行喝妈一碗酒，浑身上下雄赳赳……”唱

完这句，他一个惊颤：不好!豁边了！把“浑

身是胆”唱成“浑身上下”了！好在闵德贤

唱了这么多年戏，舞台经验还不缺，再加

上凭着自己“根正苗红”的资本，倒也没进

一步“抖索”下去，硬是就这么唱完全段，

“雄赳赳”地下场而去。

令人唏嘘的是，2016 年 9 月 25 日晚，

这位晚年一直在松江各沪剧沙龙活跃的

老沪剧迷，因心梗突发抢救无效不幸离

世，享年77岁。哀哉，这之前的8月30日，

笔者还亲眼目睹他在永丰社区戏剧（曲）

文艺沙龙展演台上演得活灵活现呢！

1960年根据政府有关部门指示，开展

评选“松江十大名厨师”活动，迎宾楼酒家

成了相关人士讨论展示和评比的主要场

所。经评议，王苟、韦德俊、金杏荪（草庐

店主）、吴彬源（迎宾楼店主）、唐德全（震

源馆店主）、孙全庆（小连生店主）、钱金

龙、金五弟、韩秀山和周金南十人当选。

同时，汇众人之力搜集、整理、编写了两本

松江菜谱。其中分名菜和普菜两本，凝聚

了老一辈的大量心血。松江经典特色的

四鳃鲈暖锅，在名菜谱的首页领衔全册。

因是手工制作，故册子的数量很少。我父

亲得到一套，爱不释手。他曾投稿《新民

晚报》，介绍久负盛名的江南一绝四鳃鲈

暖锅，向上海传递松江餐饮文化信息。刊

登后父亲还收到了稿费，欣喜之余，做东

邀请了几位朋友在迎宾楼小聚。

1962年秋，上海滑稽剧团来松江农村

参加“双抢”劳动锻炼，并在岳庙松江剧场

有演出任务。某日演出空档，傍晚 5点不

到，姚慕双、周柏春兄弟俩慕名来到迎宾

楼，被请至楼上里堂雅座。文艺界多吃

客，胃口不大，嘴挑剔。他们点了时令菜

炒虾蟹、招牌菜清炒鳝糊等，小酒以伴。

两位笑星边吃边翘起大拇指，连声夸味道

好：赞！赞！赞！邀主厨王苟上楼相见，

双方客套了一番。席间，姚周兄弟俩用刚

从乡下学到的洋泾浜松江闲话跟服务员

交流，并虚心讨教请纠正。戏剧爱好者贾

才娣靓丽活跃，不时鹦鹉学舌，气氛热闹

有趣。笑星大师语言功底深厚，很快掌握

和巩固了不少松江方言的音律和语义，离

别时，周柏春双眼眯成一条线，用松江话

音准字清地致谢“什那迎宾楼额菜咪道真

是好吃起好吃来”。那时我在松江一中上

学，放学后有幸近距离观赏了冷面滑稽大

师的风采。

“文革”中，迎宾楼改名九峰饭店。但

九峰三泖的老乡亲们都知晓，松江最大最

有名气的饭店是迎宾楼，仍习惯以老酒家

之名称呼。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

正逢大批知青返城、政府拨乱反正落实政

策的高峰时期，结婚、庆贺、会友的特别

多，而迎宾楼正是举办婚宴会亲访友的首

选之地。那时35元一桌的酒席：四双拼冷

盘、八热炒、四大主菜、两道点心，相当丰

盛，其中不乏干贝、鱼肚、鱼翅和海参等珍

品，良辰美食让一对对新人和众嘉宾念念

不忘。当时迎宾楼还推出和菜（套菜），价

格4元至20元不等，到店里点一桌和菜，品

小酒叙情谊的顾客络绎不绝。当时的主

厨是邓伯根，厨艺一流，相当有名，其水平

本行业职工一致公认，店里职工都喊他大

王。邓伯根和孙金魁都是菜如其人，烹饪

制作漂漂亮亮，灶台打理得清清爽爽。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私营餐馆

逐渐占据半壁江山，给国企带来了压力，

迎宾楼却凭借一贯的好口碑，依旧顾客盈

门，长盛不衰。但遗憾的是在 1994 年松

江老城改造中，迎宾楼落下帷幕，从此退

出了历史舞台。而当地的父老乡亲和来

松江的商人及游客，回忆起在迎宾楼品尝

过的一道道江南佳肴，至今齿颊留香，回

味无穷。在那些年里，迎宾楼还先后培养

出多名高级厨师，为松江地区餐饮文化水

准的提升作出了奉献。尤其值得自豪的

是，经过全体职工长期的努力，迎宾楼酒

家以菜肴色艳味美量足、服务耐心热情周

到、环境幽雅舒适卫生，连续十几年荣获

市级先进门店称号，成了行业界的老大和

排头兵。

沧海桑田，世事多变。想当年迎宾楼

由松鹤楼而创，松鹤楼则因合意馆而建，

走过了70多个年头。从祖辈到父辈，薪火

相传、一脉相承；从私营到国企，迎宾楼秉

承“经营餐饮文化”的理念，力争精诚服

务；而社会各界对迎宾楼的肯定和支持，

使这家老店在困难面前不折不挠，总是充

满信心积极应对。几代迎宾楼人兢兢业

业、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大家的共同努力，

成就了迎宾楼在老松江人心里的金字招

牌，令人念念不忘。

从上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历经半

个多世纪，迎宾楼不仅成为松江人舌尖上

的记忆，更是留下一份不可或缺的松江文

化记忆。

谨以此篇，告慰我的祖父、父亲。

作者后记：此文很多内容，来自我尚

健在的97岁的母亲周秀珍、93岁的邓伯根

师傅的回忆。两位老人思路清晰，对迎宾

楼的往事记忆犹新。此外，还要感谢老同

学对本文的倾力整理，以及王丹萍女士的

修改润笔。

渔阳里：“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朱少伟

福至心灵，心至慧生
——读颜萍《至慧集》有感

古 鉴

闵德贤夫妇在社区舞台演出

百年沪剧与松江（十三）

周 平

闵德贤登台参加永

丰社区戏剧（曲）文艺沙

龙展演

盛庆庆 书

迎宾楼的记忆（四）

吴宗玉

《《松江老字号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