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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的雨花台细雨霏霏，海棠花和迎春花在怒放。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在春雨中迎来了川流不息的参观者。今天这里到处开满鲜

花，游客们欣赏着优美静谧的公园景色，而历史上曾有数以万计的中国

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把鲜血洒在了这里。雨花台因此成为烈士的集中

殉难地，也成为后人缅怀英烈，学习先烈精神，汲取奋斗力量的圣地。

“这些年社会各界学习党史的热情和需求越来越高，来参观学习

的人数逐年增加。”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社会教育部教育活动科负责人

周洁对记者说，2019 年入馆人数达 1074286 人，2020 年尽管受疫情影

响，全年入馆人数仍然超过 117200 人。而在党中央发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后，来馆参观学习的人数更是直线上升。

在 为 入 馆 者 提 供 讲 解 服 务 的 同 时 ，雨 花 台 烈 士 纪 念 馆 积 极

与 大 中 小 学 联 系 ，开 发 的“ 小 雨 滴 课 堂 ”“ 信 仰 课 堂 ”等 党 史 课 融

入了学校的思政课体系，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再现雨花英烈的

光 辉 事 迹 ，受 到 师 生 欢 迎 。 周 洁 说 ：“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不 应 是 说 教

式的，必须适应孩子的特点，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迪。”纪

念馆收藏有邓中夏烈士中学时画的《醒狮图》。纪念馆在课程中

设 计 了 复 刻《醒 狮 图》的 环 节 ，让 同 学 们 亲 手 用 蜡 染 的 方 式 复 制

《醒狮图》。

“童心传承英雄志夏令营”“小小讲解员培训”“小雨滴志愿服

务队”等一系列传承雨花英烈精神的活动经常是刚一上线就“秒

光”。一名小学生的妈妈在给纪念馆的感谢信中写道，自从参加夏令

营，“短短几个月里，他学习比以前努力了，自由散漫的性格开始变得

自律了，懂得感恩珍惜关心他人了……”

在展厅里，一封封烈士的家书、一本本泛黄的日记、一篇篇当年

发表的文章令参观者为之驻足，而一段段滚烫的誓言更是格外醒目，

不少参观者或是拿出手机拍照，或是拿出笔记本记录。

“恽代英是我的偶像，我佩服他的人格，佩服他的才华，我希望通

过我们的展览把恽代英生命中最闪亮的部分展现给参观者，让革命

精神走进观众的心里。”在纪念馆工作了 20 多年的向媛华现在是雨

花英烈研究院院长，曾经三次参与纪念馆的展陈改造。她说，我们现

在只能通过史料走近烈士，史料越是丰满鲜活，越能打动人心。因此

在展览中，纪念馆格外重视运用收集到的烈士的书信、手稿、日记和

文章，“不是我们在给参观者讲解，而是烈士自己在讲，讲他们的理

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

在雨花英烈的展览中，用上了声光电等现代化展陈手段。表现

北平五烈士牺牲情景的布展，投影仪打出的五个背影和墙上的弹孔，

表现出五位烈士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崇高精神，令人震撼。在阅读

了五烈士的事迹后，很多参观者凝视着烈士走向刑场的背影，久久伫

立……

从 2016 年起，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集中力量，开展了大规模雨花

英烈史料抢救挖掘和传承利用工程“红星计划”。馆员们走访了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采访了 60 多位烈士亲属，收集了一大批口述实录，征

集到邓中夏等烈士遗物史料 620 多件，去俄罗斯等国查找到 16 位留

学原苏联的雨花英烈档案资料 3000 余件……就在 2020 年，馆员们在

江西赣州找到了朱如红烈士的亲属，征集到了烈士生前用过的量米

桶。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文博处处长闻慧斌说，“征集烈士史料，收集

口述实录，不但可以丰富展览的内涵，同时也是对烈士亲属的关怀和

尊重。”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让革命精神走进观众的心里
本报记者 张 贺

以话剧的形式，采取实景沉浸演出，以龙华革命纪念地作为实景

剧场，让观众回到那段革命岁月。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推出的无剧场

话剧《那年桃花》，改编自龙华英烈罗亦农的生平事迹，展现了革命先

驱的赤胆忠诚。近年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结合艺术宣传手段、推出

社会教育活动，深入传播英雄精神，获得了良好社会反响。上海市民

姚振飞，每次来陵园都有新的感受。“龙华烈士陵园推出了多种新手

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英烈的精神。”姚振飞说。

走进龙华烈士陵园，只见红岩石、入口广场、园名牌楼、纪念桥、

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

落在陵园的南北主轴线上。入口处的红岩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蕴

点出了陵园的人文主题；纪念广场是陵园的中心地带；纪念馆以四层

素色花岗石阶梯与金字塔型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谐组合，于庄严凝重

中透出明朗开阔的意境。

据介绍，龙华烈士陵园展示了 257 位与上海紧密相关的英雄，他

们在为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展现出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慨

然赴死的气节和精神。其中的龙华烈士纪念馆展陈面积约 6000 平

方米，展出了《英雄壮歌》——上海英烈纪念展。展览紧扣“英雄之城

孕育英雄，英雄精神激励后人”主题，使用照片 1500 余张，实物 400 余

件，油画、国画、铜版、玻璃刻画等，并辅以多种先进的展陈技术。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创新推出的雕塑多媒体剧场，在纪念馆展陈

中是一次极具创新性的探索。舞台上陈列着龙华二十四烈士雕塑，

光影变化中，雕塑变成了一场多媒体剧，利用音乐、朗诵、现代舞等艺

术手段，生动再现龙华二十四烈士。

龙华烈士陵园副馆长朱晓丽说，众多英烈用牺牲和鲜血，凝练了

“祖国至上”“无私奉献”“锐意创新”的龙华英烈精神。龙华烈士陵园

通过讲解接待、课程开发、活动策划、舞台表演、故事撰写、文创设计等

多个领域，推出富有意义的活动和形式，传播传承英烈的故事和精神。

学生通过参观体验纪念馆，听一位烈士的故事，为烈士们设计制

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徽章……这是龙华烈士陵园设计的研学劳技课

程“龙华徽章 DIY”。龙华烈士陵园社教部主任丛雪娇介绍，龙华烈士

陵园将红色元素、龙华元素融进美育教育，让孩子们通过合唱、课本

剧、做手工等形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陵园开发制作了研学资料包，

资料包内设计制作了游戏棋、故事书、记录本、英雄卡等物料，培养学

生树立对英烈的崇敬之情。为建立长效机制，龙华烈士陵园还开展馆

校合作，打造龙华英烈主题的线上班会课，以及龙华系列博物馆课程

之美术篇、道德与法治篇、语文篇等。此外，龙华烈士陵园还组织开展

了四史教育主题研学活动，让学生通过活动游龙华、学历史，对龙华烈

士纪念馆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体验。

在传播方式上，龙华烈士陵园也展开了创新探索。龙华烈士陵

园推出“感恩生活——家国情怀——人生选择”系列视频微课，采取

启发式、互动式教育方式，将历史背景、馆内展品、史料纪录片、国情

时事等内容穿插于英烈事迹中娓娓道来。

龙华烈士陵园相关负责人说，龙华烈士陵园推出的展览和活动，

希望在和平年代传颂英雄故事，学习英雄精神，营造尊崇英雄的氛

围，用英雄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去学习、去创造、去奋斗，更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视频微课讲述英烈故事
本报记者 王 珏

言为心声，革命先烈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发出的
誓言是他们坚贞信仰的写照，他们在血与火中做出
的选择是无悔的人生理想。舍生取义，浩气长存。
今天我们重温他们的誓言，能汲取无穷的奋斗力量。

“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年轻人，要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那你还不过五十岁，接

着再搞三十年的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

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

许那时年轻人……也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

岖道路，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

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对身边的年轻战友说的话

“就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员！”

邓中夏被捕后，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悄悄问

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

请告诉同志们，就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员！”

——邓中夏在狱中对难友和同志说的话

“我是始终要为人民大众利益奋斗的。”

我是始终要为人民大众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

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人民大众。个人死不足惜，全

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罗登贤在狱中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的话

“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

全国人民求得解放。”

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

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

解放。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会白牺牲，我的血不会白流。因为

血债须用血来还。党会给我报仇，你们会给我报仇。要记住：

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啊！

——钟志申在给哥哥的遗书中说的话

铿锵誓言

坚贞信仰

树林掩映，天色微明，淅淅沥沥的小雨飘落。一大早，从贵州来的

张先生便带着儿子走进红岩革命纪念馆。在数字体验厅，张先生触摸屏

幕，二维的平面图立刻变成立体建筑，随手指移动旋转。“从画面的门口

进去，还能在周公馆虚拟漫游呢！”一旁的小家伙看得挪不开眼。

江姐、重庆谈判、新华日报、小萝卜头……了解这些响当当的名

字和故事，便要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来看一看。红岩博物馆

有藏品 10 万件，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主要

景区包括渣滓洞监狱旧址、白公馆监狱旧址、桂园等。

如今，红岩精神有了新的讲述方式。曾经的峥嵘岁月，在人们心

中久久停留。

1939 年的重庆是什么样？观众王欢戴上 VR 眼镜，沉浸其中。

眼前是宽阔的长江江面，往来江船荡起阵阵涟漪，报童的叫卖声

在耳边回响，伸伸手，仿佛能摸到长长石梯上的青苔……突然，防空

警报响起，飞机滑过，炸弹落下，城市须臾之间变成废墟……影片结

束，摘下 VR 眼镜，王欢的眼眶有些许湿润。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运用全息投影、3D 建模、增强现实等

技术，游客可以“参与”到历史中，成为旁观者或者亲历者，更直接地

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

博物馆还运用数字科技为馆藏文物“建档”，对平面类文物进行

高精度扫描，对实物类文物实行 360 度环拍，对革命遗址建筑本体及

附属文物进行了精细化三维测绘、纹理采集及 3D 虚拟漫游模型制

作。除了建设智慧展厅，工作人员还将红岩故事带出博物馆，走进大

街小巷。整个表演共有 8 个剧目，向观众展示出重庆解放前夕，在

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红岩英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这些剧目，正是红岩博物馆的团队一手打造，“通过讲、诵、展、演

等艺术形式，用革命志士高尚的人格感染党员，教育干部，用新时代

真理的力量感召群众、赢得群众、浸润思想。”红岩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红岩故事展演团队也会调整相应剧目。

截至目前，红岩博物馆整体开展故事展演 79 场。

红岩故事从博物馆走得出去，也要引得回来。“红岩精神走进社

区，走进学校，这次，我们不妨让观众当一回主角。”红岩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红岩博物馆搭建起一个大众平台，让各行各业的人走上台前，讲

述令他们感动的红岩故事。这样一支讲述主体多元化的红岩精神宣

讲队伍，给红色故事建设了资源共享的“声音库”。

台上，是自愿报名参加的市民：有广播电台的专业播音员、有部

队大院的军嫂、有 80 多岁的退休老人……台下，常常坐满了来参观

的游客，网上直播间里，不少外地网友留言也想参与其中。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让重庆市以外的群众也能够近距离感

受红岩精神，博物馆工作人员还通过手机视频直播、红岩网站转播等

方式，邀请网友在线讲述红岩故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红岩发声人”。退休市民肖红做了 10
年“红岩志愿者”：“我要一直把红岩故事讲下去，激励更多人。”

“ 新 时 代 我 们 要 大 力 传 承 和 弘 扬 红 岩 精 神 ，要 与 党 史 学 习 教

育紧密结合，从红岩精神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与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紧密结合，推动红岩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奇柯说，接下来，博物馆将保护好

管理好利用好红岩革命旧址，让全社会各行各业共同传承和发扬

红岩精神。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科技助力红岩精神进社区
本报记者 常碧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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