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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倾听历史回响

1918 年 9 月，营建两年的北大红楼落成，

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和图书馆所在地。“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众多进步知识分子云

集于此，共同为“中国往何处去”寻找答案。

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复辟闹

剧反复上演，革命党人蔡济民发出“无量头颅

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感慨。

1918 年 1 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主任。走进他的办公室，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第

5 卷第 5 号、第 6 卷第 6 号《新青年》杂志，仿佛

仍散发油墨清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等文

章，将参观者瞬间拉回风起云涌的觉醒年代。

置身室内，百余年前李大钊带领学生讨论

马克思主义时的热烈场景、旗帜鲜明谴责秘密

外交与强盗世界时的满腔悲愤、积极营救被捕

学生时的忙碌身影，一一浮现在记者眼前。

“这里发生过许多大事。”讲解员介绍。

1920 年春，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

斯基在此会晤，研究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同

年 10 月，李大钊在此发起成立北京的共产党

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并从每月 120

块大洋的薪水中拿出 80 块，作为党组织的公

共活动经费。11 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改称中

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

支部的党员已发展到 10 余名。

红楼一层东侧，一间挂满条幅、标语的大

教室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进步青年在这里“弄潮”。1919 年初，傅

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在蔡元培、陈独秀、

李大钊等师长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新潮社并

创办《新潮》杂志，同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

开激烈斗争，与《新青年》杂志同声呼应，互成

掎角之势。

五四青年从这里“出征”。五四运动前夜，

群情激奋的青年学生连夜购置布匹、赶制旗

帜、书写标语。游行当日，罗家伦在此起草《北

京全体学界通告》，吼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

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

以低头！”的响亮口号。进步青年高举“誓死力

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标语走

上街头，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序幕。

近百年后，还是在北大。2018 年 5 月 2 日，

习主席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要时时

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

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

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

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

人民，奉献国家。

新时代的北大人、1994 年出生的“最美退

役军人”宋玺，是中国海军第 25 批赴亚丁湾护

航编队中唯一的女陆战队员。6 年前，她从北

京大学参军入伍，万里赴戎机，履行“作为一个

兵”的职责；如今完成学业、转身成为北大专职

辅导员后，又以岗位为战位，践行“永远是个

兵”的信念。“作为今天的北大人，更应该继承

红楼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寻求自我革新

和突破，争做新时代的新青年。”宋玺说。

一百年前，从“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到“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一

次次“弄潮”，到一次次“出征”，红楼师生为民

族觉醒呐喊，与反动势力交锋，在风雨如晦的

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后，同

样秉承这份赤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

再现，为了更好传承

讲解员告诉记者，此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

直接把展馆布置在革命先驱们曾经工作、生活

过的建筑中，而不是在历史旧址建造展馆。因

此，布展时需要注重展现红楼的本来面貌。

走进北大红楼，历史气息扑面而来。“图书

馆主任室的木地板、第二阅览室的报架都是原

物，首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大教室里，部分

桌椅也是北大红楼的老物件。”讲解员介绍。

全部 63 期《新青年》杂志、新中国成立以

前《共产党宣言》的 7 个中文译本、蔡晓舟等在

1919 年 编 写 的 第 一 本 五 四 运 动 史 料 集《五

四》……透过一件件文物，红楼岁月真实可感

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一名身穿校服的女生在李大钊生前一段影

像资料前停留许久。视频中，李大钊正在莫斯

科国家大剧院激情澎湃地演讲。女生告诉记

者，“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依然能够感受到李

大钊先生作为‘播火者’的意气风发和伟大。”

6 月 25 日，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

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

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

量源泉。

为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布展

者运用多种创意方式展现历史风貌。记者注

意到，在 67 个展室内，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主

题，每个主题都有独到之处。

在“新文化运动发端”展厅，《解放妇女》淡

彩雕塑中，3 位女性动作稳重、表情坚定，生动

展现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为

代表的知识女性形象，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女性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在“新旧文化交锋”

展厅，《狂人日记》浮雕背景墙上醒目地刻着 5

个“吃人”字样，直观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礼

教的忧愤和对麻木愚昧的批判。在“青年毛泽

东在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展厅，从 1910 年

秋毛泽东离乡时夹在父亲账簿里的“孩儿立志

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他第二次北京之

行时读过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

主义史》，展品按时间顺序呈现，再现了他寻求

真理的光辉足迹。

展览还设置了 20 组触摸显示屏，共展现

1700 余张页面。参观者点击、滑动屏幕，即可

浏览更多详细内容，在丰富的数字化知识体系

中学习党史、感悟初心。

讲述，汲取前行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全国共有 8 个地区

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 7 个地区的负责

人与北大红楼密切相关。全国 58 名党员中有

24 人与北大红楼有关，占到 40%以上。”讲解员

谢尹楠细致入微的讲述引人深思。

谢尹楠和同事们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准备

解说任务。尽管从事讲解工作已经有几个年

头，但此次北大红楼展览的讲解任务，还是让

她备感压力。

“最大的难点在于怎样让解说更有吸引

力 。”谢 尹 楠 告 诉 记 者 ，如 果 故 事 讲 得 不 好 ，

那么从讲解开始到结束，可能会流失掉一半

听众。

“给人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给观众

一点激情，自己就要有满腔激情。”谢尹楠广泛

阅读相关书籍，深度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她

争取每天拓展一两个小故事，在确保真实准确

的基础上补充到当日的讲解词中，做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毛主席第一次进京时是 25 岁，今年我做

北大红楼的讲解员，恰好也是 25 岁。”在谢尹

楠看来，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与伟人的心灵

对话。“将红色故事讲好，将红色基因传承好，

是我最大的使命。”

好故事需要更多的人来讲。随着党史学

习教育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群体主动加入

到党史讲述者的队伍中。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的中学生是北大红

楼重新开放后的首批参观者之一。近日，该校

12 名学生正利用暑假学习红楼知识，为参加

红楼志愿讲解活动做准备。校团委书记陈晨

说：“尝试让学生转换身份，从红楼故事的听讲

者变成讲述者，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提高青年团员的使命感、荣誉感。”据介绍，

活动将根据疫情形势适时开展。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执勤六中队

驻地与北大红楼相邻，该中队的 4 名战士也在

积极报名加入北大红楼志愿者队伍。

“这是中队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活动

之一，也是探索军地合作赓续红色血脉的有益

尝试。”指导员鞠帅功介绍，“通过战士担任志

愿讲解员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红色文化底

蕴、汲取前行力量，同时打造运用周边红色资

源的样板，在单位内部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大学生士兵张林主动请缨加入志愿者培

训。在完成日常教育、训练、执勤任务后，他

一有时间就背讲稿、查资料、进行临场演练，

希望能够早日通过上岗考核，拿到志愿讲解

员聘书。

下士史延炳曾多次参加单位举办的演讲

比赛，表达能力和应变经验相对丰富。“但北大

红楼的志愿服务不同于演讲比赛，最大的难题

是要对历史细节有深入的了解，不能有一点差

错。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演讲、交流技巧，做好

与参观者的互动，使自己的现场讲解更加流畅

自然。”史延炳说。

图①：复原后的第二阅览室，毛泽东曾在此

工作。

图②：刊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的第 6

卷第 5号《新青年》杂志原件。

图③：复原后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任北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在此办公。

图④：复原后的五四游行筹备室，北京大学

学生在此准备游行时需要的旗帜、标语等。

图⑤：展示全部 63期《新青年》杂志的展台。

图⑥：武警官兵在北大红楼内进行志愿讲

解员模拟演练。

为了更好地展现北大红楼在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独特贡

献、独特价值，展览注重还原史实与创新

展陈方式相结合，带领参观者走进历史场

景，回望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开展革命

活动的峥嵘岁月。

本次展览复原展示了李大钊工作过

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

员时的第二阅览室、陈独秀工作过的文科

学长室等 6 处旧址，让展览与旧址有机融

合、相得益彰。布展过程中，我们坚持尊

重建筑原貌，不破坏原有的建筑布局，尽

可能不遮挡原有的建筑要素，尽最大努力

使展览和建筑融为一体。

布展元素设置上，坚持以文载史、以

图述史、以物证史，灵活运用多种科技手

段，综合运用视频影像、灯箱橱窗、绘画作

品、微缩景观等多种展陈形式和手段，确

保展览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统

一，做到内容严肃准确，形式灵活多样。

参观者走进展厅，就像走进了百年前的历

史时空，能够感受到北大爱国师生唤起民

族觉醒的呐喊、想象到中国革命先行者们

寻找救国道路的场景。

纪念馆传承的是精神，北大红楼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殿堂。作为新时代北

大红楼的守护者，唯有以敬畏之心、敬仰

之情，走进红楼，研究红楼，传播红楼，才

能不辱使命。

（作者系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纪念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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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曙光从红色曙光从这里升起这里升起
——走进走进““光辉伟业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培瑶张培瑶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 29号，修葺一新的北大红楼巍然矗立，红砖红瓦更显古朴庄重。自
8月 1日起，“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正式面
向社会公众开放。

展览共包括 6个部分，展出珍贵历史图片 958张、文物史料 1357件，着力展现北京作为新文
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
育地之一的独特地位、贡献和价值。

近日，记者走进北大红楼，追寻先驱者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光辉足迹。

张 桐（电视剧《觉醒年代》李大钊饰

演者）:

我们在拍摄电视剧时，只在红楼外部

取景，很遗憾没有进入过红楼的内部。今

天进到红楼内部，尤其进入一层李大钊先

生的办公室，站在他曾经工作学习的地

方，亲切感油然而生。伟人是不应该也不

能忘记的，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实地来感

受一下。

鞠帅功（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二支队

执勤六中队指导员）：

一幢红楼，百年沧桑，一张张图片、一

件件文物、一段段珍贵影像视频，带我走

进先辈们追求真理的澎湃岁月。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革命先烈的理想信念、牺

牲奉献令人肃然起敬。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要从党的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传

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决心意志，埋头

苦干实干，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力量。

陈 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团委

书记）：

重新布展之后，很多场景都让人耳目

一新。学生们表示，在参观过程中能够走

进历史，将书本上的知识还原到现实场

景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先驱者坚忍不拔、

敢于突破的精神，重新上了一堂生动的历

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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