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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全国文化中心核

心承载区，有“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旧址”13处，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4家，许多

建党初期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区。上海市黄浦区

则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起源地所

在区，有革命遗址遗迹及纪念场馆、设施142处，各级各

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6家，这里留下过许多难以磨灭的

红色印迹。

两地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正是呈现党的历史最

直观、最立体的地点。通过学习互动，两地青年不禁提

出一个问题：“我们新一代青年应该如何向前辈学习？

我们当下应该做些什么？”对此，龙平平用年轻人经常用

来形容《觉醒年代》的“yyds”（永远的神）来回答。他觉

得，电视剧背后讲述的伟大建党精神才是真正的

“yyds”，不过，要想做到永远，就得靠一代又一代的年轻

人把伟大建党精神接过来、传承下去。

100年前的90后、00后通过对民族出路的不断探

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们用奋斗、牺牲缔

造了新中国；现在的青年更应该坚定自己心中的信仰，

肩负起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把建党精神不断发扬光

大。上海格致中学的学生盛晓涵说，通过参观，他对党

的创建历程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了解，也让他对那些

追求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先贤怀有更多敬意和

感恩。“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北京

市东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此活动，希望广大青少年

一代能够做勇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忘“来时

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唯有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意气风发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两地青少年共同诵读《青年杂

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卷第一

号发刊词《敬告青年》

跨越一千多公里
南北《新青年》新年对话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

20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与上海市黄浦区南昌

路100弄2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备受青年关注。北京和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作为两地共同拥有的红色资源，显得尤为特别。

最近，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京沪两地青

年在南北《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以“温暖一平方”直播的形式实现联

动，让“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

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的青春呐喊，在南北《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同时响起。

走进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可

以看到一块写着“新青年社编辑部”的木

匾。据展览讲解员张汝娴介绍，这是经过

党史学者考证，根据当年新青年社的通信

印模拓印还原制成的，全国仅此一件。来

自上海向明中学的李天心看过《觉醒年

代》，细心的她注意到，这块木匾的摆放位

置似乎与电视剧中不太一样。对此，《觉醒

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回应道，写剧本时，旧

址还未开放，而《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最

重要的标志，在剧中选择挂在门口，有一种

“先把旗子竖起来，让大家知道我进北京

了”的含义。

1917年，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

由上海迁到北京。随着北京大学教授的

加入，《新青年》逐渐由一个以安徽读书

人为中心的地方刊物转变为全国性的畅

销刊物。

直播中，京沪两地青年看到了很多首

次展出的珍贵史料，比如，一张展现百年前

陈独秀旧居门前风貌的老照片，一下子把

人拉回到当时那段峥嵘岁月，联想起在《觉

醒年代》中曾多次出现的泥泞小道；1919

年 8月至1922年 7月发表于《新青年》的

200余篇研究马列主义的重要文章，现场

同学在电子翻书屏前轻轻一挥，便能阅读

……

1920年，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

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返沪，编辑

部也随之迁到上海。讲解中，上海的展览

讲解员刘倩提到了“毛泽东来拜访陈独秀

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场景，这引起了北京市

第一六六中学高二年级学生佟思瑀的好

奇，她问道：“当时上海的编辑部作为进步

人士的聚集地，为什么没有被当地反动政

府取缔呢？”

原来，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处

于法租界的管理范围，北洋政府鞭长莫

及。不过，虽然没有被取缔，并不代表编辑

部没有被当时的租界当局或者国外的情报

部门关注。上海市大同中学历史教师、黄

浦区青少年党史学习品牌项目《顾老师讲

红色故事》主讲人顾博凯特别举例，在电影

《1921》里，日本情报部门对编辑部进行盯

梢的细节，以及因密探到访打断了中共一

大的会议进程，都是有史料支撑的，也不是

偶然事件。

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对革命先辈宣

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事情娓娓道

来、云淡风轻，但其实，他们当时时刻处于

危险风暴之中。”另外，通过镜头，北京市第

一六六中学的方松海还注意到了《新青年》

杂志封面的变化。顾博凯指着印有紧握双

手的封面解释：“这是1920年9月1日出版

的新一期《新青年》杂志，也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成立后发行的第一期《新青年》，

当时，随着杂志宣传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

杂志的封面也发生了直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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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一千多公里的连线 让红色文化成为党史教育的主打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