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发生地安源，到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南昌，

从星火燎原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到共和国的摇篮瑞金……这块

近 1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和

纪念建筑。这些红色资源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坚持全面保护、

整体保护的同时，江西省一直注重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

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相结合，以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

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呈良好发展

态势，成为老区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物力量”。

推动革命文物整体规划、连片保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是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坐西北朝东南，重檐、小青瓦屋面，

形似红军八角帽。正立面的壁柱、线脚、女儿墙则具有西方建筑

风 格 。 1934 年 在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瑞 金 市 沙 洲 坝 镇 老 茶 亭 村 建

成，红军主力长征后被国民党军队拆除，1956 年又按原貌修

复。1961 年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远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博物馆旧址。当年的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便开始筹建中央革命博物馆，并在中央

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刊发启事征集陈列品，向各机关、团体

及个人征集革命文物。1934 年 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召开前夕，中央革命博物馆举办了 10 类革命史展览，出席会

议的 2200 多名代表和列席代表成为首批观众。中央革命博物

馆的创办，是中国革命前辈对文化事业的可贵探索。2016 年被

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 1927 年至 1937 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是中央苏区

的核心区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从这里拉

开序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创建，赣南英雄

儿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2012 年国务院

出台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

建立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和利用，推动红色

文化发展创新，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建设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打造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江西有

关部门通过整体规划、连片保护，使革命文物保护有了路径，保

护成果立竿见影。

2014 年以来中央财政安排 16 亿元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红色资源成为井冈山、瑞金发展的金色

名片。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有 750 个苏区工程项目获得国家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0.5 亿元。革命老区受益地涉及 8 市 54
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助力 50
多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井冈山革命文物保护与田园风光相结合、宁都与特色小镇

相结合、青原与传统古村落保护相结合、金溪与乡村田园风光相

结合……江西探索出各具地方特色的保护模式，使革命文物保

护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有效结合。

创新红色标语传播方式

一身利落的红军装，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在抚州乐安县红军

标语博物馆内，馆长兼讲解员刘佳青亮开嗓子，为大家献上一曲

《反对开小差》，而这歌谣便来自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标语。

乐安的红军标语数量多，跨度长，分布广，内容丰富，现在仍

留存着 3826 条（幅）红军标语，占中央苏区留存红军标语总数的

1/3，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是江西省首家以红军标语为主题的

博物馆。乐安县的“红色标语+全社会参与”保护利用模式在

2020 年被评为全国十佳革命文物保护案例之一。

从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墙壁上的“饭菜有吃，衣有穿，谈平等，

自 由 多 ”，到 乐 安 东 山 村 王 世 塘 宅“ 勇 敢 坚 决 的 工 农 当 红 军

去”……文字、漫画、歌谣，这些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红色

“活化石”，历经沧桑、不改浩然正气。自 2016 年开始，江西 3 年

来先后投入 1880 万元，在乐安、于都、修水、横峰等 8 个试点县

（区），深入展开红军标语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截至 2021 年 4 月

底，全省核对普查登记的红色标语共计 10748 条。

江西出台了《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规范》，对“认

定、分类、归档、保护”等都按照统一标准作出规定，同时鼓励

各地创新红色标语保护模式。比如青原区将红色标语保护与

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相结合，在圩镇改造、美丽乡村建设和旧房

改造、拆建过程中，对留存有红军标语的革命遗址遗迹都进行

保护和修缮，也鼓励群众自筹资金对有红色标语的旧居进行

修缮。

红军用木炭、石灰、墨汁这些最粗糙的“笔墨”书写，用简单、

直接、生动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

持。今天，条条斑驳的红色标语，让我们穿越到风雨如晦的战争

年代，更真实地贴近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培养高水平的讲述队伍

江西致力于建立全面的革命文物数据库，推进革命文物资

源信息开放共享。革命文物和革命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口述

资料的调查、征集、研究，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革命遗

址、文物藏品的排查征集，有序推进。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小楼，这样一条小道。一位 60 多岁的

老人，每天都踏着这条小道往返于他居住的小楼和江西省新建

县拖拉机修造厂之间，这一走就是 3 年多……此后，中国轰轰烈

烈开展的改革开放，源于他这 3 年深邃的思考。”从南昌小平小

道纪念馆出发，顺着大道步入新复原的新建拖拉机工厂，小平小

道纪念馆副馆长任梦引人入胜的讲述吸引着游客。

好故事还需要专业的人来讲。“从教师到研究员，从专业讲

解员到社会讲述人，江西省从社会各个层面选拔百佳讲述人，让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讲述革命文物、保护革命文物的队伍中。”

江西省文旅厅革命文物处负责人王琴红说。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都是重要的革命纪

念场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览尝试用多媒体场景、

360 度全息投影、幻影成像、多点触摸屏技术等先进陈列手段，

增强展览的表现力，拉近游客与历史的距离。八角楼的油灯、

挑粮道上的扁担、承载军民鱼水情的盐罐米缸……井冈山革

命博物馆的文物背后都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在瑞金革命旧址

群 ，“ 穿 越 苏 维 埃 ”540°沉 浸 式 裸 眼 3D 体 验 馆 、“VR 畅 游 瑞

金”、“一苏大”代表登记处交互体验项目，让游客走进历史，让

革命旧址再次“活”起来。

江西省博物馆的“百件革命文物说江西”2019 年开始推出，

如今已到第三季，从一件件文物说到一处处革命旧址，再说到方

志敏等一个个英雄和他们的信仰故事，一路走来，带领大家忆峥

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深受好评。以此为基础的主题展览感人

至深，两者形成良好的互动。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须有法可依。《赣州市

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吉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相继颁

布，通过科学界定革命文物概念、完善保护体系、明确保护原

则、厘清管理部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有了法律保驾

护航。保护条例还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如何与中小学教育、

干部教育、旅游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结合进行了引导。

适用全省的保护条例也在完善中。

江西，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星罗棋布的革命文物见证

了我们党艰辛奋斗而成就辉煌的历程。一代代人用心用情用力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丰厚的红色资源，使其成为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

赣鄱革命文物保护赣鄱革命文物保护与传承与传承——

用好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 建好建好精精神家园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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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革命文物厚重丰

富，红色特质鲜明：新文化运

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

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

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孕育地之一。随着北

大红楼的对外开放，以红楼

及其周边旧址为重点的中国

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

题片区维护修缮基本完成。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

命活动主题片区包括 31处旧

址，分布在北京市的东城、西

城等 5个城区，包括了陶然亭

慈悲庵、“亢慕义斋”旧址等重

要会议场所，赵家楼遗址、二

七惨案长辛店旧址等重大历

史事件发生地，以及李大钊、

陈独秀等故居以及重要纪念

设施等多种类型。6 月 1 日，

李大钊故居、“亢慕义斋”旧

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

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邵

飘萍故居）、中山公园来今雨

轩、赵家楼遗址等一批中国

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

址对外开放。

今年 3月，北京市公布了

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58处、可

移动革命文物 2111 件（套），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 ，一 级 文 物 1974 件

（套）。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

物，革命文物大多与近现代

史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

史活动等密切相关，只有形

成集中连片的分布格局才能

呈现出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发

展 的 整 体 面 貌 。 这 也 是 在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2035 年）》和《北京市关于推进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实施方案》中，强调“推进革

命文物集中连片主题保护”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

动、抗日战争、建立新中国三个主题片区保护工程的提出，为北

京市革命文物工作发展指明了途径、确立了方向。

位于东城区箭杆胡同 20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

秀旧居）离北大红楼不远。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

年》。1917年 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随即北上租住在箭杆胡同这座清代四合院里，创立不久的《新

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在这处旧居的北房和南房分别推出

了“历史上的《新青年》”和“陈独秀在北京”两个专题展，集中展

示《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以及陈独秀的基本生平和

在京期间的主要活动与历史作用。

一路南行，就到了京报馆旧址。《京报》是北洋政府时期在

北京出版的进步报纸，由邵飘萍在 1918年创办，一篇篇文章体

现着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旧址一度成为大杂院，

直到 30 户居民搬走，小楼得以彻底修缮。如今，小楼内设置

“京报与京报馆专题展”“百年红色报刊专题展”“邵飘萍生平事

迹专题展”。有一张照片引人注目，那是 1919年 8月，邵飘萍再

次流亡日本时所摄。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马克思像和 170
余册书籍，其中不乏《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

论》等大量进步书籍。这些史实都充分证明，作为一名早期共

产党员，邵飘萍对马克思主义怀有真诚的信仰。

谈起丰台区的红色地标，离不开两个地方，一是长辛店，二

是卢沟桥。长辛店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

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见证。二七惨案长辛店

旧址原为一座明代火神庙，通过对同时期同功能建筑的比对，

结合长辛店地区北方官式建筑的特点，修缮中把后期改造的裹

垄屋面恢复为原有的捉节夹垄屋面，但仍保留遗存的福寿瓦样

纹饰。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是典型的民国时期西

式建筑，经过对门窗和地板颜色的反复比对和细致探索，最终

确定为棕红色，恢复了昔日的风貌。

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卢沟古桥，重修于明朝

末年，是从南方通向北京的交通要道。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

“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从此拉开序幕，卢沟桥

作为中华民族不屈的象征永载史册。卢沟桥（含宛平城）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 7 月 7 日

全民族抗战爆发 50 周年之际，坐落于卢沟桥畔宛平城内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以此为重点的抗日战

争主题片区保护利用一直在提升中。

以双清别墅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和香

山革命纪念馆是建立新中国主题片区的重点，均已对外开放。

一处处红色坐标，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壮阔的世纪征程，也

成为人们回望来路、淬炼信仰的生动课堂。如今来到北京这

座厚重的古城，除了山川名胜，“打卡”地图上又多了一处处红

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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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众多展览中，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民族复兴的百年旗帜——中国历史

研究院征集海外中共珍稀文献展”，以其鲜明的学术性备受关

注。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自身学术优势，以展览的语言形

象化转化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的一次有益尝试。

文 献 资 料 档 案 的 征 集 一 直 是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的 基 础 工

作。早在 2012 年近代史研究所就启动了“海外近代中国珍稀

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已从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复制 1000 万余页珍稀档案文献，其中

包括近百万页中共党史文献，在很多方面填补了党史研究领

域的空白。

此次展览精选出近 500 张文献图片，以“民族复兴的百年旗

帜”为主题，以时间为脉络，设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

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5 个版块，汇集了从

俄罗斯、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收集、复制的珍贵资料，

绝大部分档案、照片是首次公开展出，展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诸多

感人至深的历史细节。

展览提供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留的中共一大决

议、纲领的俄文版译本。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但原始材料全部遗

失。俄文版中共一大的决议和纲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共

一大成立的情况。

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还有中共六大的有关资料。中共

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展览展出了来自俄

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包括中共六大议程以及

六大开幕前中共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

其中几张来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中国共产

党不同时期的党员登记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

过程。

一张是 1928 年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

其成份比例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

有 50 多 名 党 员 。 第 二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时 ，党 员 发 展 为 123
人。 1927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

行 时 ，出 席 大 会 的 代 表 82 人 ，代 表 全 国 6.4 万 至 6.5 万 名 党

员。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吸

收 大 量 的 农 民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至 1928 年 党 员 达 到 13 万 多

人。从五大到六大，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一倍。中国共

产党在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星星之火，终成

燎原之势。

我们在展览中还可以看到 1949 年 1 月 28 日的一张“全国党

员统计表”，那时的党员人数达 305 万 4509 人。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小党，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不

断发展壮大为拥有 300 多万党员的大党。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

的执政党。几张简单的图表，几个平实的数字，背后是让人心潮

澎湃的发展史。有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参观展览后，用稚嫩的

笔触形象地画出了种子长成大树的画面，并用 3 个惊叹号写下

了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种子长成了大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海外中共珍稀文献展出
巩 文

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北京的北京的

京报馆旧址京报馆旧址、、19341934 年中央红军渡于都河时用过的年中央红军渡于都河时用过的

船和门板船和门板、、江西抚州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江西抚州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赵偲汝赵偲汝

建设精神家园建设精神家园，，赓续红色血脉赓续红色血脉。。在中国广袤在中国广袤

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的光辉历程年来的光辉历程。。各地在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各地在用心用情用力保护、、管管

理理、、运用丰厚红色资源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运用丰厚红色资源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本本

版特刊发相关文章版特刊发相关文章，，与读者分享革命文物的保护与读者分享革命文物的保护

成果成果。。

———编—编 者者

55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21年 7月 17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