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革命纪念馆与延安抗战旧址

阎树声 雷云峰 田克敏

延安革命纪念馆是以中共中央
,

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

的旧址为依托
,

建立起来的一个纪念性博物馆
。

它包括凤凰山麓
、

杨家岭
、

枣园
、

王家坪
、

南泥湾等五个旧址群
,

一个综合陈列展 览

馆
,

还有分布在延安市郊 1 40 多处革命旧址
。

它是全国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革命纪念馆
。

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创办于 1 9 5。年
,

原馆在凤凰山麓
,
1 9 7 3 年迁

往王家坪
,

建筑面积 5 0 0 0 多平方米
。

在王家坪的延安革命纪念馆 中
,

陈列了反映 中共为实现全 民

族抗战而努力的大量历史文献
、

照片
、

实物和图表
。

如洛川会议屏
,

展示 了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出席的人员
,

以及会议通过的《关

于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 》
。

1 9 3 7 年 9

月 6 日
,

八路军前线总部 由陕西径阳县云阳镇出发
,

东渡黄河
,

开

赴 山西抗 日前线时
,

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同政

治部主任任弼时
、

副主任邓小平
、

副参长左权在黄河渡船上的合影

放大照片也在显著位置展出
。

大量照片
、

文物和图表
,

生动地展现了抗 日战争初期
,

八路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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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开赴华北
、

华中
,

迅速实行战略展开
,

在广大的敌后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
,

创建抗 日根据地的情景
。

展览馆中
,

陈列着一支三八

式步枪和一个装着小米的干粮袋
,

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在敌后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
,

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 日斗

争
。

展览馆中许多照片和实物
,

是边区政权建设的真实写照
。

有这

样一张民主选举的照片
:

站立一排的候选 人
,

每人背后的桌子上放

一个碗
,

选民们经过思考比较
,

把豆子 (选票 )投到 自己最信得过的

候选人身后的碗内
,

最后以碗 内豆子的多少
,

确定当选的人民代

表
。

这张照片引起广大观众特别是许多外国客人的兴趣
。

陈列在

显著位置上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

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的
,

它是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施政的一份文件
。

展览馆的延安整风部分中
,

一个由抗战时期出版的各种书籍
、

报刊和杂志组成的
“

书塔
”

特别引人瞩 目
,

许多观众在此失声惊叹
:

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

边区人 民自力更生
,

用 自制的马兰纸竟

出版了如此种类繁多的书刊
。

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是延安精神的灵魂
。

展览馆的整

风运动部分中
,

陈列着许多著名的调查报告
。

1 9 4 1 年 6 月 3 日
,

延

安发生了延川县代县长因雷电陨命一事
,

群众 中有人借此发泄不

满
,

骂
“

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 ”毛泽东听后经调查
,

才弄清了原因
,

是农民公粮负担过重
。

边 区政府后来决定减收公粮
。

这就是展览

馆陈列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考察团的《固临调查》报告的历史背

景
。

1 9 4 2 年 l 月
,

张闻天鑫领调查团从延安 出发
,

用了近一年半的

时间
,

在陕北的神府
、

绥德
、

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
,

作了几十个

村庄的调查
,

并 由他主持定稿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 》
。

这些调查报

告
,

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
,

提供了可靠依据
。

从 1 9 3 9 年起
,

中共中央 以
“

自己动手
,

丰衣足食
”

为号 召的大

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 区开展起来
。

展览馆中
,

陈列着大量照

片
、

文物
、

雕塑和油画
,

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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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里有 一个偌大的中线柜
,

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放了许多

缴获 日寇的步枪
、

手枪
、

轻重机关枪
、

掷弹筒
、

刺刀
、

收发报机
、

钢

盔
、

望远镜和指挥刀等战利 品
,

这是不可一世的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可耻失败
,

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最终获得胜利的伟大见证
。

凤凰山麓旧址

1 9 3 7 年 1 月 13 日
,

中共中央和 中央军委机关
,

由保安 (今志

丹县 )移驻延安
,

驻在城内凤凰山麓
。

从此
,

延安就成为中共 中央和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
。

凤凰山麓革命旧 址
,

是中共中央和红军 (后改为八路军 )总参

谋部 1 9 3 7 年 1 月至 1 9 3 8 年 n 月的所在地
。

中共 中央在这里先后

召开过政治局四月会议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

洛川会议和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
。

1 9 3 8 年春
,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写了《论持久战》

一书
。

现陈放在凤凰山麓毛泽东旧居的木炭火盆
,

是毛泽东在这里

用来取暖
,

潜心撰著《论持久战》时的文物
。

凤凰山麓 旧址群的南端有一个四合院
,

院内有三孔石窑洞
,

是

朱德和周恩来的旧居
。

这里陈列着一条破旧的毛毯
,

是 1 9 3 7 年 5

月
,

周恩来从延安赴南京时
,

朱德送给他的 (这条毛毯原是 1 9 3 1 年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赠给朱德的 )
。

周恩来途 中曾遭土匪袭击
,

这条

毛毯被匪徒砍过几刀
。

1 9 3 7 年 9 月
,

朱德率八路军奔赴山西抗 日

前线时
,

周又把这条经过邓颖超精心缝补的毛毯回送给朱
,

在八年

抗战 中
,

它一直在朱德身边
。

杨家岭旧址

1 9 3 8 年 n 月 20 日旧 本侵略者 的 20 多架飞机对延安进行

狂轰滥炸
,

使城 内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

当天
,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距

城约 3 公里的杨家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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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旧址
,

室 内陈设极为简朴
。

1 9 4 4 年 5

月 2 1 日到 1 9 4 5 年 4 月 20 日
,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 中全会在这里举

行
,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1 9 4 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
。

建筑别致的中央大礼堂
,

恢复当初

召开
“

七大
”
时的原状

,

向观众开放
。

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岁月里
,

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和干部战

士一样艰苦奋斗
。

在杨家岭毛泽东的旧居里
,

挂着 1 9 4 2 年他穿着

补钉裤给一二 O 师千部作报告的照片
。

在大生产运动中
,

毛泽东

曾在杨家岭旧居坡下的沟渠边
,

开垦过一块荒地
,

种上辣椒
、

西红

柿等蔬菜
,

并经常抽出时间管理
。

枣园旧址

为了筹备中共七大
,

19 43 年 10 月
,

中共中央书记处 由杨家岭

迁往延安城西北 15 华里的枣园
。

书记处主要成员都先后移居此

地
。

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
、

《论联

合政府》政治报告
、

《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
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作

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朱德在七大会议上作的《论解放区

战场 》的军事报告
,

都是在枣园起草的
。

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时
,

还写

了《学习和时局》等许多著作
,

收入《毛泽东选集 》有的 28 篇
。

毛泽

东旧居的办公桌上陈列着一根一尺长的镇尺
,

它是大生产运动中
,

用陕甘宁边区炼出的第一炉铁生产的
。

在枣园 中央书 记处 旧址
,

有一 条横 穿院 子而过的小渠
,

是

1 9 4 0 年 4 月枣园乡
、

裴庄 乡的群众在 中央机关干部
、

战士 的帮助

下修建成的
。

渠长 12 华里
,

可灌溉土地 1 2 0 。多亩
。

这条渠把枣园

川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

庄稼连年获得丰收
,

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幸

福的生活
,

群众给它取名叫
“

幸福渠
。 ”

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
,

有一个简陋的土平台
,

这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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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观察组
” ,

对延安
、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 日根据地又进行了

大规模的长时间考察
。

美军观察组就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部的院内
,

至今一排 8 孔石窑洞仍完好的保存着
,

成为美国政府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接触的实物见证
。

在王家坪朱德的办公室里放着一辆脚踏纺线车
,

当年
,

朱德不

仅带头纺线
,

还手把手地教其他干部如何纺线
。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

部大门西边
,

朱德开过一块菜地
,

里面种 白菜
、

黄瓜
、

西红柿等 20

多种蔬菜
。

他在百忙中经常抽出时间施肥
、

锄草
、

浇水
。

由于他的

精心劳作
,

园中的各种蔬菜长得好
,

成熟早
,

产量高
,

干部战士称它

为
“

小南泥湾
。 ”

南泥湾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是延安精神的特征
。

体现这种精神的典

型
,

就是位于延安城东南 90 华里的南泥湾
。

19 4 1 年春
,

八路军三

五九旅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
,

开进了荒无人烟
,

荆棘丛生 的南泥

湾
,

一方面守卫延安的南大门
,

一方面屯垦生产
。

在王震旅长的带

领下
,

全旅指战员克服了重重困难
,

打响 了向荒 山野岭要粮的战

斗
。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陈列的许多历史照片
,

真实地反映了感人

的劳动场面
。

三五九旅的英雄们战天斗地
,

用辛勤的劳动改变了南

泥湾的模样
,

昔 日满目荒凉的烂泥湾
,

变成了到处是庄稼
,

遍地是

牛 羊的
“

陕北好江南
。 ”

毛泽东曾把三五九旅誉为
“

发展经济先

锋
” ,

并给受表彰的三五九旅四位干部亲笔题词
: “

有创造精神
” ;

“

切实朴素
,

大公无私
” ; “以身作则

” ; “
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 ”

这四份

题词
,

是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中非常吸引观众的珍贵文物
。

其它革命旧址

抗日战争期间
,

一批批知识分子
、

革命青年和爱国侨胞来到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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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汇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

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国

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
、

陕北公学
、

鲁迅艺术学院
、

中共中央党校
、

马列

学院
、

中国女子大学
、

民族学院
、

中国医科大学
、

延安 自然科学院
、

延安大学等 20 多所学校
,

造就了数十万德才兼备的干部和各类科

技人才
。

现在许多学校的旧址
,

都成为观众常去观览的胜迹
。

在延安诸多的干部学校中
,

有一所
‘

旧 本工农学校
”

是由八路

军总政治部于 1 9 4 0 年 10 月创办的
,

校址设在风景优美的宝塔山

山腰上
。

学员多数由被俘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组成
。

该校认真

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
,

对长期受 日本军国主义欺骗宣传
,

中

毒很深
、

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战俘
,

在人格上尊重
,

物质

生活上优待
,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

终于使一批又一批的日俘

逐步觉悟
,

并转变为坚强 的反法西斯战士
。

1 9 4 1 年 10 月下旬
,

一

些曾向日本天皇跪拜过的学员
,

宣誓加入八路军
,

决心为打倒 日本

军国主义而奋斗
。

有的学员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的参

议员
。

许多学员毕业后
,

到敌后根据地开展各种反战宣传
,

有的人

甚至献出生命
。

他们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

现在的

日本工农学校旧址
,

成为 当年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建造的反对 日本

法西斯的一座丰碑
。

延安市区有 1 00 多处革命旧址
,

遍布城区和市郊
,

有
“

革命博

物馆城
”

之称
。

1 9 6 1 年
,

国务院把延安革命遗址列入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

1 9 8 2 年
,

国务院又发出通知
,

把延安市列入全国

2 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

延安革命纪念馆
,

就是依托这些革命旧

址
,

成为向广大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

延安革命纪念馆

通过革命旧址和 陈列展览
,

真实地反映中共中央在陕北 13 年中领

导中国革命的活动
,

内容丰富多采
。

延安革命纪念馆建馆 40 多年

来
,

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五大洲的观众
。

据 1 9 6 0 年以后资

料的统计
,

国内外观众 已达 3 0 0 0 多万人次
。

除大批的干部
、

学生
、

工人
、

农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外
,

还有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
,

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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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

台同胞和华侨
,

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 区的外宾
,

包括不少国家

的元首和政府首脑
。

国内外广大观众参观后
,

在留言薄上写下了内心的感受
。

许多

华侨和港澳同胞参观后
,

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

许多外宾参观

后
,

感慨地说
: “
到中国如果不到延安

,

就等于没有到过中国
。 ”

1 9 7 2 年 6 月 9 日
,

正在
“

文革
”

动乱的年月
,

周恩来总理抱病

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
,

专程到延安参观访问
。

许多革命斗争年代曾

经在延安工作
、

学 习过的老干部
、

老战士也先后来延安
,

参观并回

味当年艰苦的岁月和难忘的往事
。

1 9 7 8 年建校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和西安陆军学

院
、

西安武警技术学院
、

西安通讯学院和许多大专院校
,

都先后和

延安革命纪念馆挂钩
,

开展教学活动
。

19 92 年
,

国防大学校长张震

上将
,

亲率该校团级以上教职学员到延安参观
,

学习革命传统和延

安精神
。

1 9 8 9 年 9 月 9 日
,

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 民同

志
,

在建国 40 周年前夕
,

专程到延安视察
。

他参观了各革命旧址和

展 览馆后
,

反复强调
: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

抗 日战争
、

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仍然离不开 延安精神
。

否则
,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 ”

1 9 9。年 4 月 4 日
,

江泽 民又题词
: “

延安精神永放光 芒
。 ”

近几年

来
,

到延安参观的国内外观众逐年增加
,

每年达 20 0 多万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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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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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建委质量监督检验站办公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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