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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许多学生和家长们一起前来观看展览。杨华青摄

中共一大会址展出珍贵史料

“星火初燃”文物集中亮相
李昊燃 齐 欣

2020年“七一”前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精心遴选出220余件馆藏文物和历史图片，推出

《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文物史料展》。

展出的史料真实而丰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

孕育到诞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环境，让参观者能够

更加直观地了解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这批文物中，有许多是首次亮相。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丰富，现存 12 万多件
（套） 革命文物中，建党时期的文物占有相当比例。2017
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党时的每
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
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

此次展览文物，有三分之一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首次展出；每件文物又都从各自的独特角度阐释了共产
主义运动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记录了中国共
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进程。观众可以在现场近距离
地感受到共产主义信仰带给革命先行者多么巨大的精神
力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办展览就是要用
文物来说话。这些文物本身都很珍贵。中国共产党创立
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少有公开活动。在非常有限的条件
下，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依靠自身力
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辑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的刊
物和通俗读本，用最朴素的语言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
主义。

展览展出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背后都有着非常
动人的历史图景。

三分之一展出文物系首次亮相
近距离感受信仰赋予的精神力量

2021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几年来，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围绕重大主题做了系统性研究并策
划展览陈列。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馆围绕马克思主

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出 《点亮中国——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物史料展》，并且围绕这个主题
进行学术研讨，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2019年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出专题
展 《伟大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
物史料展》，同样通过系列研讨会总结五四运动和共产国
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间的密切关联。《星火初燃——共
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 展出史

料则更为丰富。展览开幕后，还同步举办了线上、线下
学术研讨会。

徐明：通过这几年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和展陈策
划，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脉络作了梳理，挖掘
寻找其中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通过这些
文物，观众可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创建和怎样创建，
形成比较系统的、直观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展
览和明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纪念活动有着直接而密
切的关联。

近年举办多个有说服力展览
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重要展示窗口

纪念馆新馆即将落成
全新展览汇集更多珍贵史料

目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 12 余万件 （套） 文物，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集的。1951
年，中共一大会址被勘察确定。1952年，在这里成立了上海
革命历史纪念馆，这也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纪念
馆先后进行多次革命历史文物征集，汇集了一大批反映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能保存
下来非常不容易。

由于一大会址自身空间的限制，使得纪念馆难以展陈更
多的文物。现在，纪念馆新馆正在建设中。

徐明：新馆位于中共一大会址旁，既有全新的面貌，又
延续了文物建筑的历史风貌。明年就可以迎接海内外观众。
为此，我们也在准备精彩亮相的新展览。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也是中共一大会址的100年。这幢
小小的石库门建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见证
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我们会推出一
系列的教育活动、学术研究成果。这几年围绕重大主题所做
的系列专题展，也是在为馆藏文物拓展展示机会。等新馆建
成后，我们就会以更大的空间容量展示更多的文物。这些文
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也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出发时怀着怎样的初心。

《浙潮第一声》
《浙潮第一声》是此次展览中的第一件文物，1920

年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记载了
当年的浙江“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后，时代精神为之一新，青年们勇于反
抗封建军阀统治，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积极倡行新思想
新文化。而浙江“一师风潮”的参与者，如陈望道、俞秀
松、施存统等，正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

1920 年 6 月，浙江一师学生自治会出版了这本题
为“浙潮第一声”的小册子。这本专刊记载了一师学
生在1920年2月9日以后和反新文化运动的黑暗势力斗
争的一段经过，由校中同学把这一时期内的种种文
件、记载及报界评论收编而成，生动反映了浙江一师
进步师生的革命斗争精神。

《劳农政府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武汉地区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数量之多，影响之
大，位于全国前列。展览展出的这本《劳农政府与
中国》，是 1920 年 6 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
印、张冥飞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介绍俄国革命和苏俄
情况的图书,同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全书分为“俄国革命与劳农政府”“劳农政府
的宪法”“劳农政府的教育”等十二个章节，此外
还有附录，包括：列宁的手段与奋斗的精神，列宁
的谈话等。该书较为全面客观地介绍了苏俄情况，
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加深了中国先进分子对俄
国革命的认识。

《泺源新刊》
1920 年夏秋之际，王尽美、邓恩铭组织一批

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秘密成立了“康米尼
斯特学会”，这是济南第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团体。随后，他们发起筹建“励
新学会”，创办 《励新》 半月刊、 《泺源新刊》
等进步刊物。

《泺源新刊》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
创办的刊物，1920 年 10 月创刊。该刊以介绍新书
刊、宣传新思想、揭露社会陋习、批评旧教育、倡导
教育改革为宗旨。1921 年春，王尽美、邓恩铭、
王翔千等在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和
帮助下，建立了在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次展
出的是1920年11月9日的《泺源新刊》第12号。

本报电 据武夷山国家公园网站消息，6 月 29
日，“武夷山国家公园”高铁冠名列车首发仪式在福
建福州站举行，全国首个国家公园冠名专列正式上
线 。18 时 49 分，G1660 次列车缓缓驶出福州站，

“武夷山国家公园”高铁列车正式开启赴沪旅程。
首发仪式上，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林雅

秋说，高铁冠名将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提供更广阔、
更高效的传播平台，把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形象魅力
更广泛地传播出去，让国家公园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高铁冠名列车彩绘“武夷山国家公园”字样，
每节车厢车门都贴有“武夷山国家公园”形象标
识，行李架、枕巾画面展现“武夷断裂带”景色，
小桌板画面印有自然美景和不同的珍稀动植物图
案。冠名列车通过声音、图案、文字等媒体资源，
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丹山
生物之窗”的独特魅力。

“武夷山国家公园”
冠名高铁列车在榕首发

高铁冠名列车彩绘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字样
醒目可见，每节车厢车门贴有“武夷山国家公园”
形象标识，行李架、枕巾画面展现“武夷断裂带”
景观，小桌板画面印有自然美景和不同的珍稀动植
物图案。

本报电 近日，潭阳 （Damyang） 传统竹林耕作
系统被列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管理的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GIAHS） 名录。这是韩
国第五个获得该认证的遗址。

来自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网站的介绍称，潭
阳传统竹林耕作系统沿用传统生态农业做法，已延
续1000多年。在尊重环境的同时，将自然与传统农
耕做法紧密结合，采用多层生产模式，以竹林为
主，茶树、蘑菇与竹子进行间作。系统内还有农
田、菜园、稻田和水库，共同构成了整体景观。

据悉，该系统有利于水、养分和生物多样性的
动态循环，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必要的生态系统服
务，也能够保护景观免受水土流失和剧烈温度变化
的影响。在经济价值方面，潭阳竹林的多层种植体
系给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们可以出售竹笋、
竹露茶 （一种特殊绿茶）、阔叶麦冬和枸杞等药用植
物以及蘑菇等特殊用途植物，所有这些植物均可与
竹子一起种植。此外，竹制工艺品长期以来一直是
农民的主要生计来源。

截至目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总数达到62
个，涵盖22个国家。

韩国传统竹林耕作系统
入选全球农业文化遗产
韩国传统竹林耕作系统
入选全球农业文化遗产

本报电 “失落
的黄金国——安第
斯文明特展”自6月
25 日在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开幕，展
出来自秘鲁 11 家博
物馆的文物藏品共
157 件组。其中多为
历年重大考古发现
的代表性文物，包
括陶器、金属、纺

织品、木乃伊等，品类丰富，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和艺术价值。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网站介绍，展览选取16
世纪大航海大发现时代，流传于欧洲探险家的“黄
金国”传说为切入点，以古代文明发展时间序列为
主线，逐步揭开南美洲安第斯文明的神秘面纱：从
原住民与自然环境、建筑建造与手工技艺、农业生
产与生活技能、宗教信仰与
社会生活等多种角度对展品
进行全方位解读，引领观众
感受安第斯文明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魅力。

据悉，安第斯文明特展
中国巡展由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山西博物院、天津博
物馆等多家省级博物馆特别
策划。去年 9月以来，展览
已先后在山西博物院和天津
博物馆展出。这是首次在国
内大规模展出有关安第斯文
明的文物展览。

安第斯文明展亮相重庆
展现世界多元文化

（本文文物照片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2020年 6月 30日，观众在 《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文物史料展》 上，了解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与成立时期的重要史料。观
众们正在观看的是1903年中国出版的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杨华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