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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起，修缮后的北大红楼开放个人

预约，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一名前来参加

红色研学之旅的学生说：“在现场，可以更真切

地感受那段光辉岁月！”

“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在展

出。958 张图片、1357 件文物、40 件艺术品、13
个珍贵影像视频……一件件展品，向人们展示

着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从修缮到展陈，处处体
现对红楼的最大保护

北大红楼落成于 1918 年，是当时北京大学

校部、文科、图书馆所在地，迄今已逾百年。这

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四层建筑见证了许多

大事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

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

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

史见证地。

如何真实生动地再现北大红楼的历史？

2019 年，相关部门开始筹备主题展。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展陈组负责人罗存康介

绍，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与红楼息息

相关，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办展览更有感染力。

在红楼的整体修缮、策展过程中，为了恢

复原有历史风貌，设计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照

片、图纸和档案，对历次修缮情况作了系统梳

理，还考察了同时期同类型的历史建筑。修缮

的每项内容都力争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设计

方案全程聘请专家指导，论证会开了 100 余次。

“我们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尽可能保留原

结构、原部件。”北京国文信文物保护有限公司

革命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庆一说。修缮中，

对开裂、损朽等存在隐患的木构架进行加固，

对墙面酥碱处进行封护，延缓病害发展，保留

岁月留在砖表面的痕迹，对于原瓦面有微小残

损但不影响使用的不做更换。“它们都是红楼

走过百年的见证。”王庆一说。

展墙选用轻型材料，与地板接触面加设橡

胶隔垫；室内不做大型场景，多采用微景观、壁

式景观，减轻负荷……展陈设计也处处体现着

对红楼的最大保护。

“人们来到这里，一是瞻仰红楼，二是看展

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展示艺术研究所所长洪

麦恩说，展陈尽可能不遮挡建筑，保持红楼的原

始风貌，激发观众对革命先贤的追思与敬仰。

展览与建筑文物相融
合，提供沉浸式体验

“在红楼办展览，是个很大的挑战。”罗存

康坦言。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

重大、内容丰富。但红楼最初设计为学生宿

舍，上下 4 层，工字形结构，有 60 多个展室，观

众需要不断进出。

在复杂、断续的空间里如何表现宏大的主

题？展陈人员确定了“一室一专题，室室有亮

点”的方案，努力让展览与建筑文物相融合，给

观众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党史文物大多为文献、档案、书刊，信息

量大，但参观时间有限，怎样突出重点、潜移

默化引导观众？策展人员、大纲作者、设计师

用一年多时间逐一研究征集的纸质文物，最

重点的纸质文物放在醒目位置，重点文字标

上红线；比较重要的纸质文物，装裱镜框或做

成挂龛上墙展出；展板文字通过字体、颜色、

材质的变化来区分；63 期《新青年》、50 册 10
种文字的《共产党宣言》矩阵式排列，强化视

觉冲击力。

全息影像、体验式投影、交互式触摸屏等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让展览“活”起来。“青年如

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以青春之

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轻触屏

幕，读着《新青年》激昂的文字，首都医科大学

燕京医学院大二学生吕坤译感慨地说：“为了

民族解放，许多仁人志士艰难求索。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吸收最新学术成果，深
挖文物历史内涵

“展览从历史事实和思想观点两方面充分

吸收了最新学术成果，将反映历史规律与呈现

历史事实相结合，取得以事明理的展陈效果。”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华东

说。近几年，北京围绕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展览提供

了学术支撑。

为确保展览导向和史实准确无误，展陈组

邀请专家审读展览大纲细目和版式稿，展览大

纲先后修改了 30 多遍。

“不同于走马观花式参观，观众来红楼希

望获取更多信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文物

的历史内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

究馆员程皓说。

来自河北的徐继珂爱好收藏革命文物，他

将自己收藏的刊发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等 36 件红色理论

文献，一起捐给了红楼，成为展览中珍贵的藏

品。“把革命文物拿到博物馆展示出来，让更多

人看到，才真正体现了它的价值。”徐继珂说。

讲解是展览的重要一环，大纲编写人员与讲

解员共同打磨讲解稿，反复修改了 20多遍，还挖

掘了上百个文物故事，整理出 254个知识点。

党史讲解要求有极高的政治素养，红楼从

香山公园、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等抽调的 20 位

讲解员接受了半年的专业培训，除了研读《中

国共产党历史》《北京党史》等书籍，还参加了

党史专家开设的专题讲座。讲解员朱宁原先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对红楼了解

不多，如今他对这段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不

能为讲而讲，要把重要的结论告诉观众。”

“我们将坚持学术强馆，打造开放的学术

平台，举全社会之力，进一步加强与红楼相关

的人物、事件、思想的研究。坚持社教兴馆，把

展览办到‘云’上，送进学校、社区，让更多人体

味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使命，激励人们在新时

代砥砺前行。”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常务副馆长杨家毅表示。

上图为修葺后的北大红楼。

新华社记者 谢 晗摄

修缮后向公众开放，展览与建筑文物融合

百年红楼 见证历史
本报记者 施 芳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依托

汉字，又将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审美

的诉求和文化的感悟融入其中，是

集 中 透 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窗

口，也是直观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载体。

为了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拓展校园文化，近年来，

教育部出台多项举措推进书法进校

园、进课堂。2013 年《中小学书法教

育指导纲要》颁布，要求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今年

4 月，教育部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

会成立。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现代化

课堂，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而书

法教育相关的师资、课时安排以及

学 习 目 标 等 问 题 ，也 引 发 关 注 和

讨论。

中小学书法教育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大力培养

书法教师。为此，不少地方都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

方案。例如，北京近年来举办各种形式的师资培训，并

开设本科阶段的中小学书法教育专业。为了激发教师

积极性、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北京还发起

了“书法学科百名名师”评选和培养活动。

就长期规划和远景目标来看，还有一些问题有待

解决。比如，如何反复磨合书法课与语文课对汉字形

体的认知差异，加强汉字规范与传统书写的研究，以指

导各个领域的汉字使用；如何全面推动书法的学科研

究，发掘其学理支撑和科学依据，以实现教育教学的科

学化、体系化、逻辑化、步骤化……这些问题都要在实

践中继续探索解决之道。

方寸汉字，蕴藏文化之深、艺术之美。推动书法进

校园、进课堂，并不只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写好汉字，

更是为了传承千年的书法艺术，保持下一代对汉字书

写的兴趣与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

悠久的书法艺术也需要不断发扬光大。为此，中小学

书法教育任重而道远。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中小学书法教育一定能够收获可喜的

成果。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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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修葺后的北大红楼近期
开放个人预约。北大红楼落
成于 1918年，见证了新文化
运动、五四运动等许多大事
件，迄今已逾百年。北大红
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
命活动主题展正在展出，一
件件展品，向人们展示着那
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核心阅读

■关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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