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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南湖，水光潋滟，波澜不惊。从码
头乘船登上湖心岛，便能看到被绿树掩映的烟雨
楼，重檐画栋，朱柱明窗。烟雨楼旁，停泊着一
艘中型画舫，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中共一大纪念
船。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南湖红船上，这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59年10月，南湖革命纪念馆建立。经过两
次搬迁扩建，如今的馆址位于南湖南岸。青灰的
外墙，高耸的檐柱，门楣上行书“南湖革命纪念
馆”7 个金色大字，由邓小平 1985 年在北京题
写。自2011年新馆建成开放至2020年底，南湖革
命纪念馆累计参观人数达1828万人次，仅2019年
就迎来超 200 万名参观者。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
里聆听建党故事，重温红船精神。

革命声传画舫中

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
举产生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纪
念这段伟大的历史，1959年，中共中央和浙江省
委决定成立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时复原当年开会
的游船。

“工作人员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精心制作
了一只红船模型，请负责中共一大会务工作的王
会悟把关。听取意见后，他们又做了一只船模寄
往北京，请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最终确定
了红船的外观和内饰。”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
义介绍。

1959年 10月 1日，仿制红船正式下水，停泊
在湖心岛烟雨楼东南岸水面。

这是一艘中型的单夹弄丝网船，全长约 16
米，最宽处有 3 米。船头平阔，船身分为前舱、
中舱、房舱和后舱，以左边的一条通道贯通。中
共一大就在原船的中舱举行。后舱跟中舱隔着一
个房舱，以保证隐蔽。船舱用榉木、楮木等硬木
材料制成，舱底用框状木板铺平。船后有一小拖
梢船，过去为船家进城购物、接送客人之用。

1964 年 4 月，董必武重访南湖，登上中共一
大纪念船，仔细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
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

如今，这艘纪念船在南湖上已历经60多个春
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到处皆闻殷殷雷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藏文物4万多件 （套），其
中国家一级文物 12 件 （套）。纪念馆专门成立了
革命文物征集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文物。

“这是 20世纪 20年代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出版
的《新青年》合订本 （第一卷至第七卷），2015年
入藏我馆，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南湖革命纪
念馆资料部主任陈莉说。

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有识之士苦苦
寻觅救国之路。1915年 9月 15日，陈独秀在上海
创办 《青年杂志》，次年 9月 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
号时改名为 《新青年》。《新青年》 吹响了新文化
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
想的阵地。

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
年》 共出版 9卷 54号。南湖革命纪念馆收藏的这
套合订本共 8 册，汇集了 《新青年》 第一卷至第
七卷的内容，其中第七卷为上下两册。封面统一
印有“新青年”绿色大字，上下装饰着绿色花
边，扉页竖排印制杂志名称、卷号和印刷单位。
透过泛黄书页上铿锵有力的文字，还能感受到百
年前那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并为之奋斗的青年
人热血激昂。

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何叔衡用过的牛皮旅
行包、陈潭秋签发的借谷证……南湖革命纪念馆
收藏了多件与中共一大代表有关的文物。

“笔耕堂书店 1937 年 5 月出版的《社会学大
纲》，是中共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
代表作。”陈莉介绍，当时国民党出台了一系列法
令细则，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李达冒着被逮捕和杀
害的危险，以夫人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在上
海英租界注册了笔耕堂书店。他们自己出钱、自己
买纸，找人代为印刷，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社会学大纲》 包括 5 篇 12 章共 42 万字，在
1937 年至 1939 年间共印行 4 版。为应对当局检
查，李达对书中敏感词汇进行加工处理，并取了
一个隐晦的书名。正式出版之后，王会悟想尽办
法把书寄到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说：“这是一本
好书，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
学教科书。”他把这本书读了 10 遍，并在书上写
了3000多字的批注。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
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这是 1963年
12月董必武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的楹联，如
今悬挂于烟雨楼厅堂内。

中共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
全国各地。一只破旧的旅行包，陪伴着何叔衡从
湖南宁乡走向苏维埃，见证了他勤俭朴素的革命
生涯。两张1934年签发的借谷证，反映了时任中
华苏维埃粮食部长陈潭秋不畏艰难、依靠群众的
工作作风，记录了红军和苏区人民深厚的鱼水情。

馆内还藏有一块长约 2 米的水族床幔，白色
布面上，用丝线绣着蝴蝶、花卉等图案。这是纪
念馆工作人员2007年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家
乡贵州荔波征集来的文物，也是馆内唯一的少数
民族饰品。

“邓恩铭是 13 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来自
祖国西部山区的，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这
件床幔反映了他的水族身份。”陈莉介绍，蝴蝶是
水族人世代相传的民族图腾，在他们的衣服、床
幔、围腰上随处可见蝴蝶图案。邓恩铭16岁时从
贵州荔波来到山东济南，在求学期间接触了马克
思主义思想。1921年 7月，年仅 20岁的邓恩铭和
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参加中共
一大。回到山东后，邓恩铭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
党山东区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邓
恩铭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船精神永流传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把“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南湖革命纪念馆就是要用生动多样的展览语
言，讲好革命故事，讲好红船精神。”张宪义说。

纪念馆内，笔者看到不少颇具感染力的油画
和雕塑作品，一幅名为《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的
大型油画格外引人注目。“这是 2009 年我们邀请
著名油画家、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获得者陈坚专
门为我馆绘制的。”张宪义说，为贴近史实，陈坚
查阅了大量党史方面的资料。纪念馆工作人员多
次与陈坚沟通，反复推敲画面布局、人物形象乃
至整幅画所渲染的气氛，经过不计其数的修改才
确定终稿。

2018 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船精神展示
厅”向公众开放。展览分为“红船精神与初心使
命”“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是中国革
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四部分，展
出图片、图表 210余幅，实物展品 65件，系统阐
述了红船精神的“起航、凝聚、升华”。

“我们还举办了‘红船精神万里行’大型图片
展，让红船精神走出嘉兴、走向全国。”张宪义
说，最近，南湖革命纪念馆启动了“百年航程 红
船初心——中国革命精神大联展”，采用“请展”
和“送展”结合的方式，与省内外纪念馆、部
队、学校等联合举办展览活动，取得良好反响。

“去年我们策划推出了 20 期‘革命文物里的
初心故事’，这一系列短视频在官微发布后收获了
很多点赞。”张宪义介绍，今年在此基础上进行提
升，上线“百年航程里的初心故事”，努力打造

“没有围墙的纪念馆”。
去年底，南湖革命纪念馆组建了一支16人的

“红船讲解员小分队”，走进企业、社区、学校、
军营、农村，以讲微党课、演情景剧等形式，向
大众传播红船精神。“小分队”原创的情景剧《听
王会悟讲一大故事》 今年将搬进纪念馆内，由讲
解员扮演的“王会悟”向观众讲述“亲历”的中
共一大故事，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建党百年，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航程
的起点，必须创新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船精神永
放光芒。”张宪义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在成就这段历史佳话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家庭，原名
云泽，是新中国 57 位开国上将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提起父亲，乌兰
夫的长子布赫曾动情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父亲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勤学重教是乌兰夫家族的优良传统。乌兰夫成长于动荡的时
代，深深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他晚年曾回忆说：“祖父力主我和堂
兄云润多读些书。希望我们能改变处境，不再像老一代人那样受人
欺凌。”乌兰夫学习非常勤奋，经常边放羊边读书，有一次看书注意
力太集中，把吃草的羊忘了，回村后才发现少了一只。在归绥土默
特高等小学校读书时，他每天从早到晚除了上课就是自学，一分钟
都不肯浪费。在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乌兰夫刻苦学习俄语，
每天晚上 12点睡觉，凌晨 3点起床后到小树林练习发音，连去食堂
的路上都在背单词。到第一学期结束时，他已经能够听懂俄语授
课，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

在乌兰夫的熏陶下，子女们纷纷踏上求学报国之路。次子乌可
力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投身于航天事业，成功研制出高温无机
防火涂料，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三
子乌杰从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毕业后回国工作，从事系统科学和
系统哲学研究，创建了系统辩证学学科，为中国系统哲学的创立和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乌兰夫十分重视民族教育，被誉为“民族教育的拓荒者”，也带
动子女们为教育事业出力。抗战爆发后，乌兰夫参与筹建了第一所
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学校——延安民族学院，为开展民族
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1952年，在乌兰夫的支持下成立了内蒙古自
治区第一所高等院校——内蒙古师范学院，填补了内蒙古高等教育
的空白。1957年，乌兰夫亲自组建内蒙古大学并出任校长。在乌兰
夫家人的倡议下，1991年成立了乌兰夫基金会，2008年设立了乌兰
夫奖学金，如今奖励规模已扩大到内蒙古自治区17所高校。乌兰夫
家人还设立了云亭奖、乌可力奖、珍云奖等，助推内蒙古教育事业
发展。

克己奉公是乌兰夫留给子女的宝贵品质。2006年乌兰夫百年诞
辰时，女儿云杉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
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
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乌兰夫的革命生涯中，与家人聚少离
多，儿女们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对他们的“不近人情”。据乌可力回
忆，内蒙古的奶粉厂送给父亲几大盒奶粉，那时候奶粉是稀缺的食
物，他看见奶粉，心里很馋，听到父亲要把这些奶粉转送到孤儿
院，就插了一句：“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点吃？”乌兰夫断然拒绝：

“不行，一点也不能留！”后来儿女们知道了流传甚广的内蒙古收养
全国三千孤儿的故事，深深领悟到父亲不给自家留奶粉的良苦用
心。乌兰夫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要求有关部门定期
汇报孩子们的情况，做到“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乌兰夫一生清廉俭朴，从不谋求私利。妻子云丽文患重病后，
北京医院的医生再三劝乌兰夫去广东休养，这样妻子可以同行。乌
兰夫婉言谢绝：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
意思。乌兰夫的外孙女石梅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87年她去北京
看望外祖父，外祖父留她在家里吃饭，石梅本以为会请她吃什么好
东西，上桌一看，只是清淡的四菜一汤，而且玉米面发糕已经发
黑。石梅说要给外祖父捎来些家乡的新玉米面，外祖父再三叮嘱：

“不麻烦吗，好弄吗？不要搞特殊啊！”石梅解释说：“我自己花钱给
你买，不麻烦，不搞特殊！”乌兰夫就是用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感染着
家人，养成自律身正的家风。乌可力的女儿乌兰辽娜20世纪80年代
下海去深圳，到地方后用公司的电话报平安，却遭到乌可力的训
斥，因为电话是公家的，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长女云曙碧在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
父亲已经离开了18年，但他的谆谆教诲时刻激励着自己，是儿女们
永远的财富。作为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乌兰夫不仅如灯塔般指引着子女的人生之路，也为今天的共
产党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云上之和—云南哈尼族服饰展”
在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来自云南省博物馆、红河
州博物馆的123件 （套） 哈尼族各支系服饰、银饰和染织绣片等，展
现了哈尼族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及精湛的纺织、银饰制作技艺。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红河哈尼梯田是中国第一
个以民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壮美梯田孕育下，哈尼族形成了
独特的农耕技术、民俗节庆、宗教信仰及物质文化。

哈尼族传统服饰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此次展览
中，观众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树皮衣、鲜艳可爱的羽饰童帽、五彩
斑斓的饰植物珠刺绣挎包、制作精美的鱼铃坠银挂链……它们诉说
着哈尼族的创世神话和祖先的迁徙历史，折射出哈尼族生活的地域
特征和传统社会的礼仪要求。

为了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哈尼族的文化魅力，开幕式当天下午，
中国丝绸博物馆特别邀请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红宇为大家带
来“哀牢为家——哈尼服饰中的历史印记”讲座，当晚还举办了精
彩的“哈尼之夜”活动。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6日。

◎家风家训

乌兰夫家风：

勤学报国 克己奉公
王文华 胡宇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独
立之路、自强之路、复兴之路，伟大征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本版从即日
起推出“红色记忆”栏目，走进革命历史纪念馆、博物馆，聆听革命文物的故
事，感受红色基因的传承，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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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湖中共一大纪念船 盛建生摄

陈坚油画作品《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王小峥摄陈坚油画作品《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王小峥摄

李达著《社会学大纲》 王小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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