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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匹马，首尾长187厘米，
高132厘米，满身黑毛中杂有少许白色斑点，它鞍銮齐
备、四蹄直立、马头高仰。该藏品为毛泽东骑过的马，一
级文物，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的坐骑。

延安时期，中央机关还没有汽车，首长外出，全靠
骑马或步行。

为了给毛主席物色一匹好马，中央西北局曾派人
到三边（定边、靖边、安边）草地选购了一匹马，由几位
回民兄弟护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派毛主席的警卫员
贺清华去南门外大操场验收。护送的老乡介绍说这些
马属川马品种，个头虽不大，但力气大，灵活、速度快，
跑起来起伏小、平稳，性情也温顺老实。

贺清华分别骑着在南门外体育场跑了几圈，果然
不错，便决定将一匹小青马留给毛泽东主席。从此，小
青马就成了主席工作上的好帮手。

延安时，如果到城内的凤凰山参加会议、二道街的
抗大校部讲课，毛泽东是不骑马的，若到城东桥儿沟鲁
艺文学院、小沟坪的中央党校去讲课，才会以马代步。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了延安。
从此，在一年的转战中，小青马才真正派上了用

场，成了毛泽东行军打仗的坐骑。
新中国成立后，小青马被作为军功马送到北京动

物园饲养。
随着岁月的流逝，马的岁口渐渐增大，小青马的毛

色由青变白，成了一匹老白马。
1962年小青马老死后，马皮由自然科学院的专家

制成标本保存。
1964年由北京市无偿转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

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展出。
（本报记者 思博海 整理）

延安博物馆：给我们展示什么
本报记者 叶四青

他是一个标准的陕北汉子，身材适中，面部棱角分
明，透出一种精干和坚韧不拔的力量。他眉毛浓密，目
光炯炯，像在审视这个大千世界，神情中透出百折不
挠、坚定不移的毅力。他就是我们陕北人民的领袖刘
志丹。

刘志丹于1903年出生于陕西保安县，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他回到陕北
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一次次残酷的血战，创
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 3月下旬，刘志丹奉命
率领北路军红二十八军，从陕西神府根据地出发，勇取
沙峁头，强攻罗峪口，而后直奔康宁镇，在曹家坡给敌
人以重创，打出了二十八军的威风。

部队在神木集结休整时，当地的乡亲们兴高采烈，
奔走相告：“刘军长来了，用兵如神的刘军长来了，快去
看看哇！”人们捧着红枣，提着黄豆，纷纷前来看望自己
心目中的大英雄。人群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
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边走边唠叨：“看看咱们的刘
军长，看看咱们的刘军长。”人们惊讶地询问她：“你老
能看见吗？”大娘深情地说：“我是看不见，可我要摸摸
这位老百姓的大救星，这样我这瞎老婆子也就甘心
了。”她在人们的搀扶下来到刘志丹的面前，伸出两只
枯瘦的手，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从脚摸到头。老人一
边抚摸着刘志丹的脸庞，一边流着热泪说：“好哇，好
哇，刘军长，你可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那颤抖的
双手，重复的动作，朴素的语言，纯真的情感，使在场的
人都落泪了。

4月14日，攻打坚固工事的三交镇战役打响了，为
了攻克敌军碉堡，刘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们向
敌人发起冲锋。战斗打得激烈而又艰难。到了下午，
在马上就要攻克最后一个碉堡时，一颗子弹呼啸而来，
穿过刘志丹的左胸，伤到了心脏，这位钢铁一般的英雄
当即倒下！殷红的鲜血从他的胸脯不断涌出，浸透了
灰布军衣，染红了身下的黄土地……

他走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刘军长走了，深受人
民爱戴的刘军长走了！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后人发现
这位赫赫有名的军长身上没有一分钱，只有半截儿铅
笔和两根抽了一半的香烟。他就这样一身浩气、两袖
清风地走了，没有金钱，没有奢华！这就是一个共产党
员，一个红军高级将领的崇高精神和无私风范！刘志
丹烈士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其悲痛，挥泪写
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用这八个大字，深切哀悼刘
志丹。在瓦窑堡中央机关驻地的追悼大会上，老百姓
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刘军
长，我们不想让你走啊，你是战士们的好军长！你艰苦
朴素、身先士卒，你是陕北人民的好儿子！你怎么就这
么匆匆地走了！

刘志丹的卓越功勋和人格魅力，宝塔山不会忘记，
延河水不会忘记，老区人民不会忘记，他将永远活在老
区人民的心中，活在全国人民心中！

（本报记者 高娜 整理）

刘志丹：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白 婷

毛泽东的马

大家讲红色故事

有故事文物背后

● 毛泽东骑过的马（标本）

● 延安博物馆鸟瞰图（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郑鹏 忽弋琛）近日，
由延安干部学院、红色课程开发研究专题
团队举办的红色培训课程《转战陕北》研讨
会在枣园天域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延安大
学、延安文联、延安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
和部分演出人员与会，就延安红色文化与
新时代红色文化的教育功用进行了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分析了新时代延安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新特点，
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延安红色文化的系统化
研究，进一步挖掘延安红色文化的精神实

质、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激活、传承红色
文化所蕴含的红色基因，从中汲取治国理
政、厚植文化根基的力量，以红色文化传播
的正能量，建设风清气正的圣地新形象。
红色培训课程《转战陕北》的先行先试，为
延安积极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业和红色文化
产业作了前导式的探索。通过这次研讨
会，为延安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
延安经济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会
者表示，一定要把红色培训课程《转战陕
北》做大做强，把红色资源转化为育人资

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丰厚
的文化资源，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
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
传、血脉永续。加强红色文化与党建文化
相结合，发挥红色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引
领作用，弘扬延安精神，从红色文化中汲取
全面从严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与会专家还就表演形式、表演内容及
课程的后续深化及推广应用提出了新的建
议与意见。希望红色课程开发研究专题团

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加强红色文化
研究力度，并与其他单位开展广泛的密切
合作。与会专家肯定了红色课程开发研究
专题团队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认为要建
立开放的体制机制，聚集延安市内外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把“团队”打造成为
挖掘延安红色文化和红色基因传承的标
杆，不断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扩大学术话
语权和影响力，多出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
值的应用型成果，不断推动研究成果进决
策、进实践、见成效。

专家研讨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

红色培训课程《转战陕北》获得与会者高度认可

● 风情延安展馆效果图

● 地理延安展馆效果图

● 博物馆内效果图

从建成效果图上我们看到，博物馆从
东西方向看，中部高、两侧低，像山坡；从
南北方面看，它的两侧低、中间高，像山
谷；从上方俯看，它的中间镂空，像一个方
形的、有山梁的山谷，方形“山梁”的 4个
角上还“戴”着4个方环形的建筑，“方环”
中绿草如茵，树木葱郁。博物馆被四通八
达的道路和茂密浓绿的草木包围，令人心
旷神怡，想来不久后就会成为人们午后锻
炼休闲的又一个好场所。

不同于之前已建成的延安革命纪念
馆、西北局纪念馆等具有专题纪念性质的
纪念馆，在展示内容上，延安博物馆将会
突出一个“博”字。延安博物馆馆长王改
户说，博物馆基本陈列将分为地理延安、
历史延安、风情延安三个部分，分别介绍
延安的自然、历史和人文。

地理延安，将会展示延安的河流、地
貌、矿产、植被等情况。

历史延安，将会展示从史前到清末延
安的历史。

风情延安，将会展示延安人的衣食住
行等物质生活，比如延安人是怎么吃的，
用什么样的锅碗瓢盆，其中常用的饸饹床
子就会有。将展示延安人的精神生活，比
如风俗习惯、文化礼仪等。这里还将展示
延安的文化成果，比如剪纸、腰鼓、秧歌
等。

博物馆内还会分设延安市规划专题
展馆和美术等专题展馆，介绍延安城乡建
设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建设成就。

在展示形式上，会突破以往静态展示
的形式，除了展板、实物外，会用新技术展
示内容，让游客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地理延安、历史延安、风情延安将得到集中展示

■ 地理延安，将会展示延安的河流、地貌、矿产、植被等情况。

■ 历史延安，将会展示从史前到清末延安的历史。

■ 风情延安，将会展示延安人的衣食住行及风俗习惯、文化礼仪等。

6月29日上午，在新区延安大剧院附
近，2018年5月开始动工的延安博物馆建
设项目主体上贴着的大幅红底黄字“封顶
大吉”，宣布该博物馆的建设进度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在彩旗和钢架围挡下，这座

正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博物馆，让人充
满遐想。它建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座
博物馆和我们已经拥有的延安革命纪念
馆、西北局纪念馆、延安知青纪念馆等相
比有什么不同？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据了解，2013年11月，延安博物馆建
设项目由市发改委批准立项，位于延安新
区中轴景观线上。

博物馆北望市民公园和市级行政中
心，南邻延安大剧院，占地124亩，总建筑
面积 6335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460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8754平方
米。地下面积 18781平方米用于商业和
停车，展馆使用面积 44577平方米，陈列
面积 10000多平方米。博物馆建筑类型
为框架剪力型结构。博物馆建设及举办
展览总投资约9亿多元，计划于2019年年
底基本建成，2020年正式建成并对外开
放。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结合现
代市民吃、游、购、娱为一体的需求，新建
成的延安博物馆值得期待。如何让博物
馆“活”起来，让即将建成的博物馆成为市
民活动的重要文化活动场所，作为馆长的
王改户已经有了很多念头。

王改户说，地下面积用于商业的部
分，现在的想法是，部分可用于销售延安
的土特产品、文创产品，部分可用于销售
陕北特色饭菜，通过弹三弦、秧歌表演、民
歌演唱等文艺展示，让游览的群众在博物
馆边吃边欣赏，享用名副其实的文化餐。

王改户认为，博物馆有可容纳200多
人的多功能厅，一方面可通过签约民歌
手、排练固定演出等方式，打造精品文化
作品，吸引市民和游客；另一方面，可多举
办各种展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同时，
还要让博物馆成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孵化
基地，比如多举办剪纸、民歌等各类培训
班，多举办民间艺术交流班。这样，博物
馆不仅在展示文化，还在生产动态文化，
进而更大程度地起到繁荣群众生活的作
用。

“活”起来的博物馆

进行时博物馆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