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着第一条线路的六个站点，

让我们一起看看隐蔽战线在这些隐

于闹市的“秘密基地” 里， 都发生

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会址

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起

点

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 76 号，

原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既是党诞

生的地方， 也是党开辟保卫战线的

起点。

1921 年， 党的一大召开期间，

会场突遭密探袭扰、 巡捕盘查， 会

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

上。 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在

船头警戒放哨， 并准备了一副麻将

牌作为掩护。 最终， 会议顺利完成

各项预定议程， 通过党纲、 决议，

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并明

确提出“党应警惕” 和“特别机

警”， 尤其是“在党处于秘密状态

时， 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

守秘密”。 因此， 可以说： 有了党

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大同幼稚园旧址

党的“红色摇篮”

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 48 号，

原法租界陶尔斐斯路 56 号， 大同

幼稚园所在地， 是见证中国革命历

史进程的“红色摇篮”。

自国民党实行“清党” 运动、

中共上海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后， 大

批共产党人被捕被害被迫奔走， 他

们的子女饱受迫害、 四处飘零。

1930 年 3 月， 以党的外围组织中

国革命互济会的名义， 由中央特科

成员董健吾负责， 筹建了第一所由

党开办的幼稚园———大同幼稚园。

董健吾以牧师身份为掩护， 曾抚养

30 余位党的早期领导人子女及烈

士遗孤， 其中包括毛泽东和杨开慧

的 3 个儿子， 以及彭湃、 恽代英、

蔡和森、 杨殷等先烈的子女。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旧址 （周公馆）

公开掩护秘密的“雾

海明灯”

上海市思南路 73 号， 原马斯

南路 107 号， 解放战争期间对外挂

牌“周公馆”， 实为国共谈判中共

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是领导开展南

方国统区工作的机构。

1946 年 6 月， 党的秘密企业

广大华行提供购置费用， 党在此设

立了办事处。 此后， 周恩来、 董必

武曾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界人士并举

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扩大和巩固革

命的统一战线，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红色通讯事业的起源

之地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420 弄

9 号， 原公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 9

号， 是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所

在地。

1929 年， 中央特科成员张沈川

在此处租赁了一栋楼房， 将一台功率

只有 50 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安置在

这里。 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研制了

这座短波无线电台并负责机务， 张沈

川分管报务。 次年 1 月， 这座电台接

收了第一封电报———由香港发来的

“广西百色起义获得成功” 消息， 由

此开启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

暨刘长胜故居

大隐隐于市的红色小楼

上海市愚园路 81 号， 中共中央

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故居， 也是中共

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

1947 年 5 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上

海局， 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

以及平津党的工作。

从 1946 年起， 直至上海解放，

刘长胜夫妇一直居住在这幢小楼的二

层，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同志们经常

来此开会研讨。

与此同时， 这幢建筑还居住着许

多普通市民， 他们直至解放后才知

道， 这里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研究部

署党的重要工作， 为有力配合人民解

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巷子深处的“红色堡

垒”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 930 弄 14

号， 原武定路修德坊 6 号， 曾是中央

特科秘密机关， 现已建成中央特科机

关旧址纪念馆， 于今年 4 月揭牌全国

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并向社会公众开

放。

成立于 1927 年的中央特科是党

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

构。

1930 年， 中央特科在此处设立

秘密机关。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央

特科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机关

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付出巨大牺

牲， 出色完成了保卫党中央、 有力配

合红军和根据地、 开创无线电通讯事

业等任务， 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

的隐蔽战线工作者， 成为严峻的白色

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红色堡垒”。

一串电波、 一声警讯， 像无言

的呐喊揉进市井嘈杂， 激荡百年回

响； 一栋洋楼、 一间民房， 像静谧

的甘霖洒落十里洋场， 掀起千层巨

浪； 一个“摇篮”、 一座“堡垒”，

像沉默的灯塔矗立波涛之上， 照亮

万里征程。

从地图上看， 这些“秘密基地”

散布在偌大的上海， 隐入烟尘， 毫不

起眼。 但正是这些星星之火， 在隐蔽

战线事业中造炬成阳， 于敌营中吹响

了人民解放的暗哨， 放射出穿透黑暗

的曙光。

（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日， 首批共三条党的隐蔽战

线红色路线在上海发布， 这些遗址遗迹见证了波澜壮

阔的隐蔽斗争历史， 承载着不同寻常的传奇记忆。

从中共一大会址到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从秘密电

台旧址到英烈故居， 人们纷纷走进红砖瓦弄， 追寻革

命先辈的红色足迹， 感悟隐蔽战线光荣传统和国家安

全当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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