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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
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我心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城
记者 叶四青 王静 杜音樵

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是土生土长
的子长瓦窑堡人，从小耳濡目染下，对延安的
红色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魏建国说：“由
于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上大学所学专业是历
史，特别是在负责《延安文学》，成为文学界一
分子之后，终于明白，对于文学而言，家乡瓦
窑堡乃至整个延安的红色历史，都是文学创
作的风水宝地，因此也与红色延安有了说不
尽、道不完的情缘。”

魏建国回忆说，他出生的大杂院，曾经是
中央军委的被服厂、鞋袜厂。相邻的一个四
合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的原址。
小学时的操场，就是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召
开追悼会的现场。上小学时，班里一个姓谢
的同学，和他上下院住，他父亲谢绍彦是谢子
长的亲侄子。初二时的同桌，是西北红军著
名战斗英雄郭立本的外孙女。郭立本堪称西
北红军中的头号勇士，双手打枪，张手可打空
中飞鸟，徒手可以攀爬城墙，给西北革命中的
许多重要领导人如谢子长、刘志丹、贺晋年、
赵通儒都当过警卫员。大舅张志廉，曾随毛
主席参加了东征，随彭德怀参加了西征。母
亲的表兄路文昌，是西北红军中的烈士。
1935年底，刘志丹任红28军军长时，下面有3
个团，路文昌是红2团团长……

从小对红色历史耳濡目染，魏建国对这段
历史怀着巨大热情。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魏建国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陕北早期党史的
研究之中，挖掘出数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编
著出版了《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民族英雄谢子
长》《焦维炽》《史唯然》《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
编》《陕北世事》等党史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

魏建国认为，延安最大的“王牌”就是红色
历史。去年7月29日，《延安文学》受邀与《人
民文学》《文艺报》《小说月报》等9家文学报刊
一起，在全国文学报刊主编论坛上介绍经验。
作为地方文学期刊，《延安文学》何以能在全国
文学期刊最高舞台上介绍经验？“因为《延安文
学》办出了‘延安特色’。”魏建国一语中的，“《延
安文学》最吸引全国读者的如果只是‘文学’，
那人家大可以去订《人民文学》《收获》《当代》
《十月》这些名刊大刊，何必费心费力地来订
《延安文学》？所以说，读者与其说是冲着‘文
学’，不如说更多是冲着‘延安’。”

魏建国介绍道，中国革命 28年，而在陕
北就有 26年，26年红旗不倒，这在全国可以
说是唯一的。这 26年又可以分为两个 13
年。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这是中共
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是人人皆知
的。其实，在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共产主义
运动在陕北已经搞了13年，可以叫陕北十三
年，陕北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等共
产党人的领导下浴血奋斗，缔造了强大的红
军，建立起了巩固的政权，打下了一块完整的

地盘，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的根据地，为接纳
党中央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外对于延安十三年的研究很
深入，成果很多。而对于前一个十三年的研究
则远远不够。对于我们延安来说，对外应继续
做好‘大文章’，即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的
十三年。对内要挖掘和研究做好‘小文章’，即
1923年至1935年，这前十三年是我们的责任
和义务，责无旁贷。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投入
到对前十三年研究之中，让中国革命博物馆城
的历史底蕴更加浓厚。”魏建国建议道。

党史专家魏建国：

延安的红色历史无可替代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国革命
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1935年至1948
年，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
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培育了光
照千秋的延安精神，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红色资源。在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
馆、4.3万件馆库藏革命文物焕发着夺目
的光彩与活力。行走在延安的大街小
巷，令人仿佛置身于一座灿若星河的革
命博物馆之城中。延安的革命旧址群在
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跨度最长、级
别最高、保护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
其至高性、独特性、唯一性使得延安成为
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
大教育基地。仅 2023 年，全市接待的
4198.77万人次游客中，就有1100万人次
到访红色旧址，创下历史新高。

1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
文物局长会议上，陕西延安革命文物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6家第一批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授牌，延安是其
中唯一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为主题的示
范区，此次授牌也标志中国革命博物馆
城已基本建成。

中国革命博物馆城，你好！延安，你
好！

5月18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
到来之际，延安市民和来延游客对这座
魅力非凡的红色城市说出了由衷的赞
美，送上了深深的爱恋…… 家住在鲁艺旧址附近，听着老鲁艺的故

事长大，见证了鲁艺旧址的变化，长大后在延
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念书，延安大学鲁迅艺
术学院大二舞蹈专业学生李晓丽和鲁艺有着
非常美妙的缘分。“我感觉现在的鲁艺旧址特
别好，整体焕然一新，给人不一样的感受。”5
月17日，李晓丽看着鲁艺旧址的变化说道。

在李晓丽上小学的时候，鲁艺旧址还是
一个很大的广场。每天晚上，周围有很多小
商贩，孩子们在广场里面玩轮滑。教堂下，一
阶一阶的台阶下坐着乘凉的人们；广场上，有
跳广场舞或扭秧歌的叔叔阿姨们，现场欢乐
又热闹。而鲁艺教员们居住的地方，也在各
式杂乱建筑中看不出当时的模样。

给李晓丽印象最深的是，总有外地游客
不时来到教堂附近，询问爷爷奶奶鲁艺旧址

的情况。“原来鲁艺旧址是这么令人追寻的地
方。”李晓丽惊叹着。小时候的她第一次感受
到了生活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的美好。

如今，走进当年鲁艺教员们的居住地，
冼星海、周立波、贺敬之等 30位文艺家的个
人纪念馆一一映入眼帘，一排排窑洞散落在
半坡上，它们依照历史原貌复建拾级而上，
远远望去恢宏壮观，再现着延安时期革命文
艺家生活居住的场景。走进这里，游客和市
民仿佛能直接触摸到那段激情澎湃的热血
岁月。鲁艺旧址活力重现，是延安创建革命
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发展成效的
缩影，揭开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城建设成效的
一角。

“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延安，见证了延安的
发展变化。鲁艺旧址的翻修，让这个红色革

命旧址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既让我们身临
其境感受过去的岁月，又让我们感受当下，倍
感如今幸福生活之不易。”李晓丽说。

鲁艺旁有一棵老树，原来的生活环境是
比较恶劣的，但是它在恶劣的环境中，还是不
断生长。长辈会一直拿这棵树来激励李晓丽
成长，她感到，革命先辈身上的革命精神就和
这棵树一样，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让人汲取。

住在旧址旁，听着长辈讲鲁艺人的故
事，李晓丽对艺术发生了浓厚兴趣。小时候
听见音乐，就跟着音乐节奏跳舞。从小家里
人就特别重视培养她的艺术素养，后来更是
选择了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上学。“我觉
得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更能让我深刻地
感受到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李晓丽深有感
触地说。

鲁艺学生李晓丽：

在红色革命旧址中汲取不竭力量

“来到红色圣地延安，就像来到了一座没
有围墙的革命博物馆。”5月 17日，在枣园革
命旧址，来自杭州的游客江玉君由衷感叹道，

“行走在延安，随处可见的纪念馆、革命旧址
各具特色，满城皆宝藏，处处有发现，中国革
命博物馆之城名不虚传。”

革命文物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
神的深厚滋养。如今，不同行业的参观者来
到延安，追寻着初心使命。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来过
延安，回来后对我们说，这里是朝圣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梦想来这里。”江玉君告诉记者，
如今27岁的她，终于来到了这片土地。来到
延安才发现，这里拥有着丰富的革命文物和
革命文化遗产，保存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文献、
照片、实物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

重要资料。“游客们可以在纪念馆、革命旧址
等场所，通过参观展览、观看影片等方式，更
直观、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巍巍宝塔，光芒永放；滚滚延河，初心永
恒。这座汇聚着革命精神的红色之都、寄托
着革命情怀的民族圣地、承载着革命传统的
信仰之城正以昂扬的姿态，向世人走来。延
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散发着
无尽的魅力，等待着、吸引着世界各地前来参
观的游客，探索红色文化的瑰宝。

“翻开‘这本读不完的书’，延安精神从历
史深处向我们走来，我在新闻上看到这句话
时，心里无比震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
师华山中学铁门关校区七年级学生吴文轩字
字坚定地说。

跟随学校研学团来到延安的吴文轩在参
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被馆内的文物和陈列
深深吸引着。“我们在这里，通过观看影片和
聆听讲解员叔叔的讲解，感受到了那段艰苦
卓绝的革命岁月。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延安精神的重要
含义，以及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革命精神，
我们青少年就应该多接受这样的爱国主义教
育。”吴文轩说。

“这是刘少奇，这是周恩来，他们都是革
命领袖，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
活。”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记者看到来自重
庆市的李胜进夫妻俩正抱着孙女，一字一句
地介绍着墙上的伟人事迹。

“爱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带她来这里学
一学看一看，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李胜进说。

来延游客：

延安是一座让人心心念念的革命博物馆之城

1946年 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巴黎成
立。1974年 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于丹麦哥本哈根
成立召开 11届会议，将博物馆定义为“是一个不追
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
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
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
习、教育、欣赏的机会。”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
健康发展，1977年国际博物馆理事大会通过一项决
议，从 1977年起，每年的 5月 18日定为国际博物馆
日，旨在传达“博物馆是文化交流、丰富文化和发展
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合作与和平的重要手段”。中国
博物馆协会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
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于每年 5
月18日在全国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共同庆祝这项全球性的文化盛事。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
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要让文
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总书记还多次讲
道“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名片”。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博
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
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据国家文物局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国家一、
二、三级博物馆总数已达到 1209家（其中一级博物
馆 204家、二级博物馆 444家、三级博物馆 516家），
这批博物馆是备案注册博物馆中的“排头兵”，在引
领带动我国博物馆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
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自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
联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迄今已成
功举办15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
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中国主会场设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秦汉馆，届时国家文物局将围绕活动主题进行一
系列新发布和活动揭幕，集中展示我国博物馆事业
发展的最新成果。

国际博物馆日不仅是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
盘点，也是全社会共创共享文化遗产资源、提升全民
关注度和参与度的良好契机。笔者作为“李白烈士
故居”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可喜地发现，现在来参观
学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从建馆时的 1987年至
2007年的20年中，本馆参观人数仅30万人次，而从
2007年至今的 17年中，已突破 80万人次了。博物
馆确实是一所大学校，也可以说是继续教育的开放
式大学，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了不少知识，想要见证一
下实物，了解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人类生活的状况，
感受社会发展的历史，解答诸多疑问，博物馆是最好
的去处。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更透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
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上海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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