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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 传承城市红色根脉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开馆一周年

陈海索 欧阳春艳

“元帅与武汉”展览展厅

专家志愿者受聘现场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复原陈列

武汉市直单位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孩子们展示亲手制作的花灯作品

“中共中央在武汉”基本陈列 “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党章历程”展览现场

“红色记忆——中共中央在武汉”展览进地铁站点

“大手牵小手共绘最美长江主轴”活动

观众留言

开国元帅后代参观展览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4 月，中共中

央机关及其各部门先后从上海迁至武

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和中国共

产党的中枢要地，中央机关各部门在这

里成建制、正规化。武汉中共中央机关

旧址是当时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是中

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全国

弥 足 珍 贵 的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 2013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为第 7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武汉市筹建武汉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作出重要批

示：“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

坏。”经过近 5年的筹备，位于武汉老租界

区的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

2016年 9月 30日正式对外开放。

开馆一年来，这座红色的小纪念馆，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办出一系列重大

题材的展览、重大影响的活动，充分展示

出一座红色展馆在红色历史教育、红色

文化传播、红色题材研究等方面的责任

担当。

小场馆——大使命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

汉口江岸区胜利街 163—171 号，由武汉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和相邻的唐生智公馆

旧址、原英商怡和洋行公寓旧址三栋历

史建筑组成，占地面积仅为 249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不足 4500平方米。这座并不

大的纪念馆在建设之初就承担着重要的

使命。

1926 年底至 1927 年夏，大革命中心

移师武汉，中共中央将秘书厅设于汉口四

民街 61号、62号（今胜利街 165—169号），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和秘书

厅办公的地方。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

周恩来、毛泽东等数十位党的重要领导人

曾在此居住或从事革命活动。作为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中国革命艰难探索、曲折发

展的重要见证，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以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命名的纪念馆。

建成后的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以“中共中央在武汉”为切入点，设

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复原陈列和“中共

中央在武汉”基本陈列两大展览。中共

中央机关旧址复原陈列恢复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中共中央秘书

厅办公室等原貌，再现当年中共中央在

此办公和中央领导人在此工作、居住的

情景；“中共中央在武汉”基本陈列则以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

武汉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和做出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为主线，通过大量实物、图

片、视频、图表、油画、雕塑、场景复原及

高科技展示手段等展陈形式，展现党在

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过程中对中国革

命道路的艰辛探索，揭示了“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时代内涵。

小展览——大主题

一年来，纪念馆除了常设的基本陈

列外，还策划了多场临时展览。受到场

地和空间的限制，这些展览尽管规模较

小，但呈现的主题却非常重大，切合时代

脉搏，获得了观众的极高评价。

开 馆 之 初 ，纪 念 馆 即 引 进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开 天 辟 地 大 事 变 ——

中 国 共 产 党 创 建 史 ”大 型 革 命 历 史 文

物 图 片 展 ，追 溯 中 国 共 产 党 创 建 伊 始

的艰辛历程。

几个月后，纪念馆又与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合作，举办“红色足迹——中国

共产党党章历程”展览。其中介绍的《中

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在武汉

诞生，是中共党史上唯一一部由中央政

治局通过的党章，奠定了中共党章的原

则、理念和组织架构，提出了多个意义重

大的开创性规定，其中很多规定沿用至

今。展览以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章形成的

时间为顺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发展轨

迹，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

进程。

今年 6 月 1 日，展览“毕业季——手

（守）筑（住）武汉的前世今生”在该馆开

幕。江汉大学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毕业

生围绕武汉城市建设主题，对吉庆街、花

楼街、老通城等武汉标志性的地点、品牌

进行再设计，表达对武汉的独特情怀。

例如以“市井惬意”为主题对老通城餐

饮空间加以改造，提取老通城的历史

故事，以线描手绘的形式体现老通城

的品牌文化；对花楼街旧居民楼进行

改造设计，将其改造成别具一格的寻

间 茶 馆 ；在 吉 庆 街 角 ，则 设 计“ 靠 杯

酒”“过早”“竹床”等具有市民化味道

的街角景观。此次展览被许多媒体争

相报道、转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负责人说：“我们所在的这栋

建 筑 承 载 着 厚 重 的 武 汉 红 色 文 化 记

忆，邀请大学生到这里来展示自己的

设计作品，必将激起他们对于武汉这

座城市的特殊情感，也自然会引起很

多方面的关注。”

“八一”建军节前夕，“人间正道是沧

桑——元帅与武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0 周年特展在纪念馆临时展厅

开幕。根据党史专家最新考证，新中国

的十大开国元帅曾汇聚江城武汉，他们

在武汉的经历与活动，影响和改变了自

己乃至中国的命运。武汉不仅是打响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揭开中国

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

队序幕的策源地，也是南昌、秋收、广州

三大起义主力的出发地。

展览通过著名雕塑家程允贤（原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雕塑家）创作的

元帅铜像雕塑，以及对开国元帅们的史

料介绍，向公众述说他们与武汉的不解

之缘。

开国元帅贺龙之女贺晓明参观完展

览后，站在 父 亲 的 铜 像 前 向 观 展 者 讲

述自己的感受：“‘人间正道是沧桑’这

个主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继往开来的

时代旋律，我们的先辈克服困难开创伟

业 ，这 种 精 神 和 初 心 值 得 我 们 去 铭 记

和 传 承 。” 专 程 受 邀 前 来 观 展 的 朱 德

元帅外孙刘敏也表示：“外公留下丰厚

的 精 神 财 富 ，在 武 汉 也 留 下 其 革 命 的

足 迹 ，革 命 前 辈 们 建 立 的 丰 功 伟 业 和

一 往 无 前 的 精 神 ，都 需 要 我 们 去 传 承

和发扬。”

小活动——大影响

作为博物馆之城的武汉，拥有数量

众多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从规模上来

说，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相对

较小。但其在有限场地举办的一系列

“小活动”，因符合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紧扣武汉的城市发展主题，往往让参与

者印象深刻。

2017 年新年期间，为深入开展“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

兴工程，纪念馆先后开展了“趣味寻宝”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张灯结彩扎花灯”

民俗主题社教活动，让广大市民在参与

活动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有观

众表示：最好的过年方式就是过一个有

文化味的新年。新年期间走进纪念馆正

成为江城贺岁的新“年俗”。

3 月 17 日，由纪念馆与江岸区团委

共同举办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培训班

正式开课。此次活动充分利用馆内丰富

文物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革命历史知

识，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未成年人公

共教育活动品牌，使纪念馆更好地服务

社会。

随着武汉长江主轴概念规划方案的

确定，打造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

成为武汉城 市 建 设 的 又 一 重 点 工 程 。

“六一”儿童节当天，在纪念馆门前的小

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独具创意的“大手牵

小手共绘最美长江主轴”活动，来自 5 所

不同学校的 50 名小学生与江汉大学艺

术系学生聚集在一起，在巨幅长卷上绘

出自己心中的长江主轴。他们用最绚

丽的色彩、最大胆的创意、最美好的憧

憬，绘出武汉长江主轴蓝图，并为武汉

重点工程献礼。

为了向全国参观者提供更为专业的

服务，今年以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先后聘请知名党史专家方城与湖

北省委党校教授张秋实、海军工程大学人

文社科系副主任龙心刚、湖北省收藏家协

会文献专委会肖琴学、武汉市文化局原副

局长龚泽生5位党史文献及文博管理方面

的专家学者担任该馆专家志愿者。专家

受聘纪念馆志愿 者 ，这 在 武 汉 尚 属 首

次。因在志愿服务工作方面的突出业

绩，纪念馆被授予武汉市公共文化设施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

纪念馆还先后与湖北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与武汉市实

验学校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校

合作并非一套方案走到底。实际工作

中，一方面，纪念馆充分利用学校等载

体和平台，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寓

教于乐。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学生群

体，馆校双方通过友好商议，制定出专

属合作方案，建立起全方位覆盖、多渠

道渗透、情与理交融的红色文化教育新

模式，让新一代青少年担负起传承红色

根脉的责任。

对外送展对于所有纪念馆来说都属

于常态化工作，而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在常规中求突破，传承中有创

新。一年间，纪念馆先后启动了高校巡

展季、部队巡展季等在特定时间段开展

的具有针对性的巡展活动。近日，纪念

馆又与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联合，开

启了地铁巡展季并与该单位共建党员

教育学习基地。巡展活动将各大地铁

换乘站点作为红色阵地，让全国各地的

乘 客 利 用“ 碎 片 时 间 ”参 观 红 色 展 览 。

活动还开创了多个第一：是武汉、湖北

乃至全国的红色纪念馆第一次在地铁

站空间举行公益性展览；是武汉地区文

博行业第一次与地铁行业强强联合；是

可预见的武汉地区观众日流量第一的

巡展。

小规模——大担当

随着全国各地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积极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纪念馆自正式对外开放

以来已成为各机关、企业、部队、高校等

组织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首选场

所。武汉市委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今年 7

月 1日在这里举行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

色展览，重温入党誓词，感受往日的城市

荣光。

据统计，开馆一年来，纪念馆共接待

观众近 15万人，这样的观众量，对于一个

规模较小的纪念馆来说是惊人的。

在该馆，除文物展品外，有两件东西

最为工作人员珍视：一是观众留言簿，

另一件则是观众们留下的各色创意便

笺。开馆一年时间，观众留言簿就被写

满了整整 11 大本，留言总计近万条。“展

品丰富，形式多样，很生动地宣传革命

历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是一处极有

历史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

真好看！作为‘90 后’，虽然没有经历这

些历史，但仍感震撼。”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纷纷在留言簿上直抒胸臆。而观

众们在纪念馆后门粘贴的各色留言条，

则是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创意之举——

观众可在进入纪念馆时领取一张彩色

便签，参观过程中可随时写下自己的所

思所想，离开纪念馆前留在出口指定区

域。这种个性化、人性化的设计，无疑

让这座有着厚重历史氛围的纪念馆瞬

间活泼了起来。

“每每看到观众的各种留言，我们

都能感觉到社会公众对红色历史的兴

趣，能感受到他们满满的正能量。为让

纪念馆的工作能不断得到观众的认可，

我们这些文博人责任重大。”纪念馆工

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