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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作为灿若星河的湖南党史人物，
从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伟大号召的 60 多年来，雷锋精神薪火相
传、历久弥新。

3月，各地掀起学雷锋活动热潮。湖
南党史陈列馆在迎来参观热潮的同时迅
速抢抓机遇、因势利导，利用湖南丰厚
党史资源、创新丰富多样形式，通过讲
清楚雷锋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现实逻辑来引导青少年巩固拓展学雷锋
成果，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讲清楚雷锋精神的历史逻辑，引导青
少年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雷锋的新生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深受“三座大
山”压迫，湖南党史陈列馆充分利用展陈
内容，将雷锋的出生及成长背景融入历史
进行讲述，运用“展览+社教”模式，引
导青少年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认识党的作用和地位、读懂党的为民情
怀。一是讲好一个展览。湖南党史陈列馆
被誉为一部“走着读”的湖南党史，充分
利用基本陈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
共产党湖南历史陈列”，运用破旧的城
墙、沉重的枷锁、百余件旧社会生产生活
见证物营造雷锋少年时代历史氛围，帮助
青少年理解雷锋是翻身解放的劳动人民的
一个化身，雷锋的翻身成长史也是中华民
族站起来的历史缩影。开馆近10年来，坚
持为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展览公
益讲解，受众超千万人次。二是开展一场
讨论。杜绝填鸭式教育，在 3月上百场针
对青少年的讲解中设置“如果雷锋穿越到
今天”话题，将话语权交给青少年，引导
他们就新旧社会雷锋人生际遇进行对比讨
论，青少年在对比中坚定了“要像雷锋那
样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三是
完成一次“寻亲”。组织开展“诵读雷锋
日记 寻找雷锋亲人”特色社教活动 50多
次。青少年按照“看、听、读、找”四个
环节，积极检索雷锋日记中关于“亲人”

“母亲”“儿子”“人民”等关键词，引导
青少年得出“雷锋的亲人是中国共产党”
等结论。

讲清楚雷锋精神的理论逻辑，引导青
少年深刻认识到雷锋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茁壮成长起来的道德典范

雷锋精神是在党的关心下，在学习、
实践、生活中逐步提升、淬炼、涵养而来
的。湖南党史陈列馆不断创新形式，积
极探索“研学+问卷”模式，发放研学
问卷超 5 万份，推出“党史知 识 加 油
站”线上答题小程序，引导青少年深刻
认识到雷锋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
长起来的道德典范。一是从红色电影

中找寻雷锋成长成才的答案。在周末、
节假日积极举办公益观影活动，组织青
少年开展“观看红色电影 探寻雷锋历
史”研学实践活动 30 多次，将“雷锋
何以成才”的问题融入组织观看的红色
动画电影 《少年雷锋》 中。观影后设置

“谁是答题小能手”环节，青少年在抢
答中继续探寻问题答案。长沙岳麓区博
才咸嘉小学罗思绮同学在问卷上写下：

“少年雷锋在黑暗年代所经历的折磨和
苦难的经历，我感到很心痛，但是雷锋
在党的教育下，最终成长为一位伟大的
共产主义战士，我想这就是他刻苦学习
的动力。”二是从艺术作品中找寻雷锋实
现理想的答案。联合雷锋书画院举办

“向雷锋同志学习”公益书画作品展，通
过精选 800 件艺术品集中展示“雷锋何
以能实现自己的全部人生理想”，为青少
年深入了解雷锋及雷锋精神开辟了新路
径。讲解员通过“听一场解说、赏一幅
作品、画一张雷锋”等环节，帮助青少
年明白雷锋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党的教育
和培养，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对社会主
义的认同。长沙湘江新区旺龙小学赵子
萱在参观完艺术展后画下了 《党有所
指，“锋”有所向》 的连环画，被湖南
党史陈列馆收藏。三是从书籍分享中找
寻雷锋为民情怀的答案。讲解员组织青
少年走进湖南党史陈列馆红色书屋，结
合 《雷 锋 在 湖 南》《雷 锋 ， 从 这 里 起
步》 等，讲述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
迹，青少年分组讨论、依次发言，在头
脑风暴中寻找雷锋时刻不忘服务人民的
答案。

讲清楚雷锋精神的现实逻辑，引导青
少年深刻认识到做新时代的雷锋必须“从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为讲清楚雷锋精神的现实逻辑，湖

南党史陈列馆以更多元实践形式引导青
少年明白如何做新时代的雷锋。一是学
会“从我做起”。通过“新时代新雷锋”
艾爱国使用的工作用具、长沙“热血司
机”袁亮坤捐赠的图书等见证物，重点
讲述新时代雷锋人物故事，引导青少年
在平凡的人生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及时
发现身边新时代的“雷锋”，深入挖掘制
作 《袁爷爷，我想对您说》《有五星红旗
的 地 方 就 是 中 国》 等 200 多 个 感 人 故
事，创新推出“少年强则国强”等主题
微党课。值得一提的是为贯彻 《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条例》，今年 3 月以来，湖南
党史陈列馆迅速启动赴长沙县陈树湘红
军小学、岳阳市任弼时红军学校等省内
24 所 红 军 学 校 开 展 “ ‘ 芳 草 地 红 种
子’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发挥党史立
德树人的重要作用。二是学会“小事做
起”。邀请党校教授开讲“做雷锋式的好
少年”专题讲座，邀请“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讲述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进一
步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事做起、从点滴
做起。三是学会“从现在做起”。为在青
少 年 心 中 种 下 一 颗 志 愿 服 务 的 种 子 ，
湖南党史陈列馆成立“向日葵”志愿
服务队。讲解员组织青少年参与到志
愿讲解服务当中。他们在节假日、寒
暑假扎根湖南党史陈列馆，为观众讲
述红色故事。小小志愿者还参演 《唯一
的嫁妆》《马桑树下的守望》 等展厅沉
浸式党史剧目，从中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爱国情怀。截至目前，湖南党史陈列
馆共培养 200 多名小小志愿者，接待观
众近 400 万人次，服务时长约 3.2 万小
时。来自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的龚
凡镔说：“在一次次讲解中，把党的精
神传递给更多人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我
希望通过我的实际行动来诠释新时代的

‘雷小锋’是如何践行雷锋精神。”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
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
神的生动教材。革命文物蕴含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纪念价值、教育价值、时代价值，党中央为了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印发了《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指出要保护利用好革命文
物。而在新时代如何保护好、利用好革命文物，推
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是我们每一
位文博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革命文物是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素材

革命文物蕴含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价值和优良传统，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

承载的历史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作为历史的见
证，革命文物以物的形式，记载了鲜活的革命历史，展
现了革命历程的艰难困苦，汇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画卷，印证
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来之不易。革命文物所具有的强大的说服力，
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材。如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通过3000多件革命文物，浓墨重彩地反映
党的不懈奋斗、不怕牺牲、理论探索等五个方面的历
史，且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产
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国家档案局推出的视频节目

《档案天天看——毛泽东档案系列》，内容包括毛泽东
同志的手迹、录音、照片等珍贵档案，是党员干部熟悉
历史、研究党史的重要珍贵史料。

承载的精神具有深厚的向心力。在革命年代形成
的伟大的建党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起人民爱
党、爱国的重要精神力量源泉，这些精神财富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这种
蕴藏在革命文物中的精神基因是我们的集体记忆，革
命文物所具有的深厚的向心力一旦被唤醒，便可引发
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激发成为人民迈进新征程，砥
砺新时代的不懈动力。

承载的历史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的历史。
如毛泽东同志在塘边调查期间帮房东挑水用的水
桶，长征时期红军给人民剪下的半条被子、半根皮
带等，这些都是在那艰辛奋斗的岁月里，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群众，军民鱼水情深，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的历史见证。同时，这种以革命文物为载体的历
史再现，更能够有效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思考、追问
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从
而将革命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精神品格和时代
内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革命文物具有的强
大的感染力，博物馆、纪念馆中珍藏的革命文物构
成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天然教材。

革命文物是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

革命文物是人们追溯历史，还原历史的重要载
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崇高
精神。就革命文物而言，因其所处空间、时间等因
素，使其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

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报送革命文物
名录的通知》规定：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见证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
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光荣历史，并经认定登记的实物遗存。钩沉历
史，人们可以通过革命文物了解其背后的革命故
事、英雄故事，回馈现实，将革命文物所承载的革命
精神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聚的力量相结合，
最终形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中央宣传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持续开展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工作的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全
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完成首
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对进一步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
的意见》，提出实行革命文物定期排查制度，建立革
命文物大数据库，推进革命文物资源信息开放共
享。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6万多处，
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过 100万件 （套），全国共有革
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1600家。革命文物在全国范围
内空间分布，为后人坚守初心、缅怀先烈、吸取营
养、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较为便捷的场所。但从各省
范围来看，受革命活动轨迹等因素影响，各地区革命
文物的分布情况各异。以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为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
部委旧址群”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艰苦、远离城
市中心的影响，其布局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聚落的
分布特征；以“红军长征在四川”主题红色大遗址为
例，受红军长征线路影响，呈现出局部聚落、整体线
型分布的“串珠”式特征。正因为这种空间分布优
势，使各省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时，既可以采取

“就近学习”也可以选择“远行学习”，通过各种内
容形式丰富多样的“参与式”和“体验式”的党史
学习活动，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革命文物是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路径

在新时代，如何运用革命文物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值得我们博物馆、纪念馆认真探索。

“资源开发+革命文物”路径。随着党史学习教育、
研究的不断深入，博物馆、纪念馆创新思维，全面加强
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如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
遗址、延安革命遗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重大
保护利用工程。同时，为依托革命文物资源，加强对自
然生态和革命历史的整合、复合、展示。拓展红色主题
旅游及研学路线，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政治、文
化等多方面走近革命文物。如江西省因地制宜，以革
命文物资源为核心，建设了以保护、展示、宣传、体验
和旅游功能为一体的5A级旅游景区“井冈山风景区”
和瑞金“共和国摇篮”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据统计，
2021年，全国依托革命文物资源共举办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约 84万场，接待参观团体共约 136万批，接受党
史学习教育人群达4.29亿人次。这些数据表明，“资源
开发+革命文物”路径助力了党史学习教育新发展。

“高科技+革命文物”路径。随着高科技手段，尤其
是5G、VR、云直播、云展览、微视频等新技术手段越来
越成熟地应用于革命文物的全景式、立体式展示，使那些
为理想奋斗、为民族解放的革命故事和英雄儿女跃然浮
现。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极大增强了学习者的沉浸感和体
验感，使学习有如身临其境，受到新的震撼启迪。如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等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馆，创新革命文物展陈高
科技手段，使党的历史可知可感、可敬可亲，“高科技+
革命文物”路径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面。

“艺术创作+革命文物”路径。当前，为开辟党史学
习教育的新路径，博物馆、纪念馆应突破传统的线性
参观模式，发挥优势，组织研究力量，将中国共产党革
命历程、英雄人物、革命遗物遗迹等革命文物资源，与
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将艺术之美与历史细节进行跨界
融合，创作出更多有着全国性影响的舞台剧、情景剧、
音乐剧。如舞台剧《半条红军被》、情景剧《红色驿站》、
音乐剧《白云溪上》等优秀艺术作品。“艺术创作+革命
文物”路径提升了革命文物的“热度”。

“出版刊物+革命文物”路径。对革命文物本身的直
接展示而言，出版刊物则主要是以间接形式展示和宣
传革命文物，是运用革命文物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不可
缺少的形式。以国家文物局出版的《文物中的红色基
因》系列丛书为例，该书以信仰忠诚、无私奉献等六个
主题形成的六卷丛书，分别展示文物藏品、讲述文物背
后故事。在讲述过程中，除了文字、图片展示外，还将书
中的内容制成小视频，便于读者快速直观了解图书内
容，得到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体验，满足了现代读者快
速阅读、群体分享的需求，也避免了单刀直入式的说
教。同时，出版文物书刊，对研究者或观众来说，可透
过红色书刊了解革命文物的全貌。“出版刊物+革命文
物”路径实现了足不出户便可览清革命文物。

运用革命文物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思考
邓张姗

湖南党史陈列馆：

坚持用“三个讲清楚”
引导青少年巩固拓展学雷锋成果

朱习文

“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给观众讲述红色故事

《           》2024年第4期目录

定价 35元

发行咨询 ：
010-84079040

鉴赏

	 殷墟出土青铜方鼎选粹	...........................申文喜	 61

	 宁夏虎形岩画探析	..........................关静婷  王舒	 70

	 “李柏文书”的史学和艺术价值再考	...............雷锦涛	 75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墓葬出土《墓主人生活图》浅析	...	 	

	 	...............................................郭艳荣 80

	 山东大学博物馆藏唐代石质狮形香炉	.................王焕	 84

	 全球贸易背景下明代景德镇外销瓷与欧洲文艺复兴装饰的交融	 	

	 	...............................................刘昌兵	 88

	 云南文物里的“龙”选介	......................陈英  陈颢	 94

考古

	 西安市北关外明墓相关问题探索	.........................	 	

	 	........................... 王莉  周叶青  王轶凌  张红娟	 98

遗产

	 景迈山民居的干栏式建筑与村寨生态空间	....熊登奎  阮富春	109

展览

	 略论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览透物见史的叙事方式	.....	 	

	 	...............................................安瑞军	114

科技

	 甘肃省博物馆藏两件绦带的保护修复	.................王菊	118

鉴定

	 文物科技鉴定漫议	...............................万文君	123

市场

	 审视2023年文物艺术品拍卖	.......................王志军	126

视点

数字时代的碑帖热

	 当代“碑帖热”之反思	.............................仲威	 5

	 “所以碑帖”的几个维度	.........................陶喻之	 9

	 青箱至宝	墨韵生香	................................王祎	 12

——“宋拓魅力——碑帖珍本特展”述略  

	 碑帖价值评估与深度挖掘的作用和意义	......魏广君  续鸿明	 18

	 文物展示方式的新尝试	...........................柳向春	 25

——以“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六期“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特展”为例

	 碑帖拓本之为古籍	.................................陈才	 30

——上海博物馆“玉楮流芳”展览策略

专题

湖南博物院文物研究专题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物与药具	喻燕姣  申国辉  李明洁  任亭燕 34

	 马王堆汉墓中的美食食谱	...........................张斌	 40

	 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纹饰与文化内蕴摭谈	..邹婧  陈毅玲	 43

	 马王堆一号汉墓内棺出土“黑色菱形纹罗地信期绣”的科技分析		

	 	...................... 刘琦  彭诗琦  王帅  喻燕姣  贺鸣萱	 47

	 长沙、合浦汉墓出土蚀花红玉髓珠新知	...................	 	

	 	........................... 喻燕姣  蒙长旺  刘琦  李青会	 51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竽律管及其丝质包装袋具的探讨	.......	 	

	 	...................... 申国辉  王帅  彭诗琦  任亭燕  刘琦	 56

革命文物是历史见证，昭示了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生死斗争的坚定决
心。通过对这些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可
以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共产
党的感恩和信赖，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从而不断增强中华儿女的国家
意识、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有利于进一
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社会发展的内
生动力；有利于统一思想、团结奋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认同
基础。

湖南益阳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红色
文化，革命文物是这一历史的具体体现和
直接载体，包含着益阳独特的红色记忆和
红色基因。益阳市博物馆通过对革命文物
的征集与保护，不仅可以修复这些珍贵的
历史印记，还可以构建系统完整的地方革
命文物档案，使光荣的革命历史和红色文
化得以完整系统地记录和传承。

革命文物征集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
光荣历史。近年来，益阳市博物馆积极投身
革命文物征集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建党百年之际推出“启航复兴路·迈进新
征程——益阳百年历史红色文物展”，通过
100幅画卷，100件实物，讲述文物背后的故
事，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初心。在
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有待解决。

文物征集保护难度大。益阳市博物馆
在革命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中，由于客观
环境与保护意识的制约，征集工作面临较
大难度。主要表现为：一是红色文物相对分
散，而博物馆人力和物力有限，难以对文物
进行全面、系统的搜罗；二是部分群众对革
命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部分红色
文物在风吹日晒雨淋中面临风险，亟待抢
救性保护。

文物鉴定专业性不足。益阳市博物馆
文物鉴定人员专业水平有限，对革命文物
特别是对若干特定类型文物，如文献、照
片、影像等的历史价值、文物类型、保护级
别等难以准确鉴别。文物鉴定专业性不足
已经成为制约益阳市博物馆开展革命文物
征集与保护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

资金与资源匮乏。革命文物征集范围
广、数量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而
博物馆自身预算有限，难以满足工作需
要，制约了工作开展；此外从事文物征
集、修复、保管等工作的专业人才也较为
紧缺，相关装备设备老化，难以为文物保
护提供有力的资源支撑。益阳市博物馆库
房条件简陋，难以提供稳定的温湿度、防
潮防虫等环境，此外文物运输和处理中专
业操作规程不够完善。资金与资源的不足，
不仅影响到革命文物的抢救与保护效果，
也限制了博物馆更好地发挥作用。

公众参与度不高。益阳市博物馆在开
展革命文物征集与保护过程中发现，群众
对革命文物的认知和重视度不够，自发主
动上交文物的意愿较弱。

革命文物征集与保护对策

加强法规建设与政策支持。一是制定
地方性法规和内部规章，从制度上保障革
命文物事业的开展，并设立相应的监督考
核机制。二是保障财政预算投入，确保文物
保护事业的经费到位。落实文物保护的财
政补助和奖励政策，对具有突出保护效果
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可对
上缴和提供线索的个人和组织给予适当奖
励。此外可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与文物保
护相关的慈善机构、基金会合作设立文物
保护基金，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效
应。政府财力和社会资源的双管齐下，才能
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汇聚更充沛的资金，

形成保护文物的强大合力。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益阳市博物馆亟需

着力培养一支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强的人才
队伍。一方面加大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增强业务素质，如通过定期培训、邀请专家讲
学、组织考察交流等方式，着力提高文物保
护修复与鉴定技能；实施导师带徒弟促进资
深员工与青年员工之间的经验传承。另一方
面，加强与高校的合作，请专业教师指导文
物保护工作，让员工进入高校学习提升学
历。此外可构建人才引进和交流机制，选派
骨干人员前往知名博物馆学习实践，开拓
视野。

改善文物保护环境。改造博物馆文物
库房，积极提高温湿度控制和防潮防虫功
能，保障革命文物的存放环境。此外，可建
立信息化、系统化的文物档案管理体系，对
革命文物进行分类保护，完善保护体系。

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可以开展益阳
籍革命英雄人物的文物展览。通过报刊、网
络平台广泛宣传，增强群众了解、保护文物
的意识。另一方面，博物馆还可以举办以

“红色文物故事会”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邀
请专家学者讲解其革命历程和文物由来，
使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此外，也可以与当地学校合作开设主题教
育课程，邀请烈士后人到校讲授，让青少年
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只有持之以恒地
推进宣传，持续聚焦，才能更广泛地让公众
积极参与到革命文物保护中来。

随着革命文物保护的深入推进，加强
益阳市博物馆的工作力量，改善软硬环境，
拓展社会宣传渠道，推动博物馆成为思想
道德建设和公民教育的生动课堂，可以更
好地保护好利用好革命文物，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和思
想源泉。

浅谈益阳市博物馆革命文物征集与保护
郭智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