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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初秋夏末初秋，，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我来我来
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之行延安之行，，我印象我印象
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我走进延安我走进延安，，重重
访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政治指导中访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政治指导中
心心，，就是从找寻那一孔孔质朴无华却永就是从找寻那一孔孔质朴无华却永
载史册的窑洞开始的载史册的窑洞开始的。。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过蜿蜒曲走过蜿蜒曲
折的小巷折的小巷，，我来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子我来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子
长县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田家大院长县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田家大院。。明明
媚的阳光下媚的阳光下，，古朴幽静的院落保持着当古朴幽静的院落保持着当
年的原貌年的原貌，，曾经的风雷激荡变得安宁祥曾经的风雷激荡变得安宁祥
和和。。院内有砖窑院内有砖窑 55 孔孔，，坐西面东坐西面东，，中间那中间那
孔就是瓦窑堡会议旧址孔就是瓦窑堡会议旧址。。

就在这狭小的窑洞里就在这狭小的窑洞里，，19351935 年年 1212 月月
1717 日至日至 2525 日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通过了通过了《《中央关中央关
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明确
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民族统一战线。。

那时的世界那时的世界，，正处在大震荡大变动正处在大震荡大变动

的前夜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
殖民地殖民地。。那时的中那时的中国国，，面临着空前严重面临着空前严重
的民族危机的民族危机，，正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正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
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口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口。。历历
史就这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史就这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在民族
危亡的关键时刻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
握历史的脉搏握历史的脉搏，，率先擎起抗战大旗率先擎起抗战大旗。。田田
家 大 院 那 孔 窑 洞 中家 大 院 那 孔 窑 洞 中 ，，传 出 了 抗 战 的 强传 出 了 抗 战 的 强
音音。。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年间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年间，，
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
地的中心地的中心。。当时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
要对手要对手，，是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后流落关内、、又又
被蒋介石驱赶到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前线的东北军。。
于是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的对象线工作的对象。。19361936 年春年春，，蒋介石严令蒋介石严令
东北军进兵东北军进兵““剿共剿共””，，并对并对““行动不力行动不力””的的
部队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中共中共
中央体谅东北军的处境中央体谅东北军的处境，，考虑到让张学考虑到让张学
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于是秘密同东北

军打了招呼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使其能向
蒋 介 石 报 告蒋 介 石 报 告““ 收 复 瓦 窑 堡收 复 瓦 窑 堡 ””的的““ 战 绩战 绩 ””。。
19361936 年年 66月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城

（（今延安市志丹县今延安市志丹县）。）。
而就在红军主力东征期间而就在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留守陕北

的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一座教堂里秘的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一座教堂里秘
密会见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共同抗
日日。。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策略的成果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策略的成果。。

19371937 年年 88 月月，，战事日趋紧张战事日趋紧张，，蒋介石蒋介石
急欲调动红军主力开急欲调动红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赴抗日前线，，国共国共
两党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初步达成协两党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初步达成协
议议。。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中共中央于中共中央于
88 月月 2222 日至日至 2525 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
村的窑洞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村的窑洞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即洛
川会议川会议。。

8080 多年前多年前，，位于洛川县城以北位于洛川县城以北 1010 千千
米的冯家村米的冯家村，，还是一个只有还是一个只有 200200 多人口的多人口的
小村庄小村庄。。这里靠近咸这里靠近咸（（阳阳））榆榆（（林林））公路公路，，
交通便利交通便利。。走进斑驳黄土垒就的围墙走进斑驳黄土垒就的围墙
内内，，看着那一孔孔窑洞看着那一孔孔窑洞，，我不禁遥想当年我不禁遥想当年

的风云变幻的风云变幻。。
当时当时，，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会址旁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会址旁边

的另一孔窑洞中暂住的另一孔窑洞中暂住，，可他没有一天能可他没有一天能
安稳休息安稳休息。。

洛川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军事战略洛川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军事战略
问题问题。。红一红一、、二二、、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都参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都参
加了这次加了这次会议会议。。44 天紧张的讨论过后天紧张的讨论过后，，与与
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将领审时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将领审时
度势度势，，运筹帷幄运筹帷幄，，在土烟熏绕的烟雾中在土烟熏绕的烟雾中，，一一
项项重大决策酝酿形成项项重大决策酝酿形成——洛川会议通洛川会议通
过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关
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文件等文件，，
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成。。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从这里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这里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使抗战使抗战
的烽火燃遍全国的烽火燃遍全国。。洛川会议后洛川会议后，，八路军八路军
东渡黄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开赴抗日前线，，全面开展了独全面开展了独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夺取了平型关夺取了平型关、、
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取得了辉煌取得了辉煌
的战绩的战绩。。洛川洛川，，连同这个村庄连同这个村庄、、这孔窑这孔窑
洞洞，，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重彩的一笔。。

19381938 年年 55 月月，，中国北部中国北部、、东部主要大东部主要大
城市已沦入敌手城市已沦入敌手，，日军的猖狂进犯动摇日军的猖狂进犯动摇
了一些人当初了一些人当初““抗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心的信心。。55 月月
1919 日日，，徐州失陷徐州失陷，，毛泽东开始撰写酝酿已毛泽东开始撰写酝酿已
久久、、建立在科学判断和分析之上的建立在科学判断和分析之上的《《论持论持
久战久战》。》。

凤凰山麓那孔陈设简陋的窑洞里凤凰山麓那孔陈设简陋的窑洞里，，
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写作着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写作着。。经过经过 88 天天 99
夜的呕心沥血夜的呕心沥血，，当当 55 万余字的初稿写成万余字的初稿写成
后后，，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做了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做了《《论持久论持久
战战》》的长篇演讲的长篇演讲。。演讲中演讲中，，他批驳了他批驳了““速速
胜论胜论””和和““亡国论亡国论””，，提出持久战提出持久战，，指出抗指出抗
战必定胜利的总趋势战必定胜利的总趋势。。很快很快，《，《论持久论持久
战战》》被油印成册被油印成册，，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争
相传阅相传阅，，成为指导抗战成为指导抗战、、坚定中国人民抗坚定中国人民抗
战胜利信心的纲领性文献战胜利信心的纲领性文献。。

时间的推移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雄辩地证
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论持
久战久战》》中分析和预测的那样发展中分析和预测的那样发展。。这部这部
诞生在窑洞中的光辉著作诞生在窑洞中的光辉著作，，照耀着中国照耀着中国
抗战胜利的前程抗战胜利的前程。。

延安那一孔孔普通的窑洞延安那一孔孔普通的窑洞，，见证了见证了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辉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辉煌，，承载起承载起
光耀百世的革命精神光耀百世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之光革命精神之光，，
今天已化作中国共产党人前进道路上熊今天已化作中国共产党人前进道路上熊
熊燃烧的火炬熊燃烧的火炬，，辉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灿烂未来的灿烂未来。。

（（摘自摘自《《解放军报解放军报》》 文文//危立平危立平））

延安窑洞：见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辉煌

我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从小喜欢老物件，现收藏红
色文物 5000余件。

与红色文物结缘，是受大伯影响。大伯名叫宋洋，1924
年出生。17 岁时，他离开家乡，参军入伍到冀南军区。战
争结束后，大伯回到家乡，在火柴厂工作。

小时候，我常去大伯家，听大伯讲战场上的故事。潜
移默化中，我对红色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六年级时，大伯过世。家人在收拾大伯遗物时，在
箱底发现了一身叠得整整齐齐的绿色军装和战争年代的
证件。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我将大伯的遗物存放在一个箱
子里，并时常拿出来翻看。渐渐地，我对这类物件有了特
殊的感情。

长大后，我常去当地的文玩市场“淘”一些自己喜欢的
物件。再后来，我开始在家乡做建材生意，收藏文物更方
便了。

江西是红色热土，红色资源丰富。这些年，每到一个
地方出差，我都会去当地的文玩市场“淘”些文物，一些战
争年代的书籍、书信就是这么“淘”来的。工作之余，我也
会到有过战争历史的村落，挨家挨户询问村民家中是否存
有红色文物。

有一年，我路过一位农户家时，发现他家中有一块写
着“公开学校”的牌匾。我询问农户这个牌匾是从哪里来
的。他回答说有一群女兵曾在这里居住，开办“识字班”，
教当地人识字，这块牌匾就是她们留下的。我当即意识到
这可能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留下的文物，便出价买
下。

前几年，新余有一位名叫高继发的老八路去世，家中
只有遗孀和其孙女一起居住。得知情况后，我带着慰问品
赶了过去。老人向我展示了高继发留下的证书、军功章等
老物件。但当我提出能否转卖给我用于展览时，遭到老人
拒绝。

我并不气馁，前前后后拜访了老人 4 次。最终，老人被
我的诚意打动，决定把抗战物品无偿赠送给我。

在文物收藏之路中，我与不少老兵及他们的家人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空闲时间，我常去看望他们，陪他们聊
天。一些老兵的后人甚至主动联系我，把家中保存的文物
交到我的手中。

2013 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与易超平相识。他的爷
爷易安华是江西省宜春人，1937 年在与侵华日军作战中壮
烈牺牲。得知我有创建抗战博物馆的想法，易超平便欣然
把爷爷的家书、牌匾等文物捐献出来，这也成为赣西抗战
博物馆首批展出的抗战文物。

2017 年，赣西抗战博物馆正式开馆后，我邀请易超平来到馆内参观。看到
爷爷的遗物后，易超平主动担任讲解员，向参观人员讲述了爷爷的抗战故事。5
年来，易超平只要一有空就会来馆，为观众义务讲解红色历史。

如今，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赣西抗战博物馆已展出 1000 余件文物，接待参
观观众 50 万余人次。常有朋友劝我，“年纪大了，可以歇歇脚了。”每次我都会
说，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让更多文物与公众见面，让更多人
了解那段红色历史。

（摘自《中国国防报》 口述/宋子枫 整理/潘 聪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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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了解那段红色历史

谈到宋子枫创建赣西抗战博物馆的
故事，要从 2004 年说起。那一年，宋子枫
刚从家乡山东临清来到江西新余做建材
生意。

新余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钢铁、冶炼
工业发达。打理生意之余，宋子枫一有
空就会到抱石文化街附近的文玩市场走
走看看。

在大伯宋洋的影响下，宋子枫从小
便对文物收藏感兴趣。宋洋曾参加过抗
日战争，与敌作战时，左手臂被子弹击穿
导致残疾。“大伯家中保存着当时的证
章、标语等老物件，从小大伯就跟我讲老
物件背后的故事。”

除了在文玩市场“淘”文物，宋子枫
还经常到附近村民家中寻找文物。他发
现不少人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致使
很多文物被毁。那时，宋子枫暗下决心：
一定要收藏更多的文物，为文物筑起一
个“家”。

2005 年，宋子枫来到新余市渝水区
安和村寻找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进
第一师首任师长——谭斌烈士后人的下
落。来到村里，宋子枫发现谭斌家的老
房子已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然而，他在
一位邻居家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旗
杆头。和邻居老人交谈得知，这个旗杆
头 是 谭 斌 的 遗 物 ，是 他 参 加 长 征 的 见
证。看到宋子枫如此喜爱旗杆头，老人
便赠送给他。

2011 年，宋子枫来到上海劳动妇女
战地服务团在新余的驻扎地——渝水区
横板桥村，在一位百岁老人家中发现了
一支黑色钢笔。

交谈中，宋子枫得知当时服务团女
兵就住在老人家中，这支钢笔是抗战将
士送给服务团女兵的礼物。当时，女兵
们在横板桥期间教附近的村民写字识
字，临行前还将钢笔送给了老人。得知
宋子枫的来意后，老人将钢笔赠送给他，
并反复嘱咐一定要妥善保管。

十几年来，宋子枫步履不停，辗转江
西、山东、湖南等地，搜集了 5000 余件抗

战文物。
在搜集抗战文物的过程中，宋子枫

常被文物背后的故事打动，一有时间他
就会看望抗战老兵。“江西是抗日战争
的重要战场，留下了众多抗战文物。然
而，大多数文物却不为人所知。”这让宋
子枫有了办抗战文物展览的想法，他想
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那段红色
历史。

2013 年，新余市开展一系列建市 30
周年庆祝活动。宋子枫联系到市委宣
传部领导，表达组织一场抗战文物展览
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2013 年
7 月，宋子枫精心挑选出自己多年收藏
的两百余件文物，在抱石公园东广场展
出。

第一次展出的成功，为宋子枫注入
了一针强心剂。他在心中开始规划一个
新的蓝图——创办博物馆。

建馆
“这些文物本来就属于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赣西人民为打败日
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余
需要一个抗战博物馆来展示本地的抗战
历史。”2014 年 9 月，宋子枫找到市领导，
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抗战文物，并表达想
要建造博物馆的愿望。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全力
协调。”得知抗战博物馆在选址上遇到难
处后，新余市委、市政府协调市园林局帮
助解决。

抱石公园环境清幽静谧，是市民茶余
饭后消遣的好去处。“抱石公园内有一座
仿古建筑小院还闲置着，正适合作为博物
馆场地。”市园林局负责人大力推荐。

解决了选址问题，2014 年 9 月，宋子
枫精心挑选出 1000 余件抗战文物，以私
人展出的方式开馆，让收藏多年的抗战
文物呈现在大众面前。

申请设立博物馆，要过陈列展览大
纲审核和藏品鉴定两道关。《博物馆管理
办法》规定，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由馆
址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审
后，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博物馆设
立申请书、陈列展览大纲、藏品目录及合

法来源说明等材料。
经过几个月反复调查和论证，2015

年，在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宋
子枫向江西省委宣传部提交了包括陈列
展览大纲、藏品目录、展厅设置等申报材
料，将博物馆初步命名为“湘赣边区袁水
抗日战争博物馆”。

“抗战时期新余地区曾活跃着一支
由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湘赣边区袁
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给博物馆取这
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支队伍。”市委
宣传部工作人员说。

“‘湘赣边区’的范围过大，馆里展厅
所设置的资料不够充足。”省党史研究专
家提出反馈意见。

在党史专家指导下，宋子枫等人对
陈列展览大纲逐字逐句推敲，根据馆内
抗战文物大多出自赣西地区，最终确定
馆名为“赣西抗战博物馆”，并在陈列大
纲的内容上补充了“地下力量抗战”“新
余本土民众参与抗战”等章节。

2017 年年初，修改两年多的陈列展
览大纲终于通过审核。省委宣传部、省
委党史研究室和省博物馆联合组织专家
来到新余，对馆内抗战文物进行现场鉴
定。参与鉴定的专家给出高度评价：“这
家博物馆的抗战文物数量在全省是位居
前列的。”

文物进入博物馆，意味着藏品所有
权将由私人变为国家所有。“这么多藏品
全归国家，你舍得吗？”面对来自他人的
疑问，宋子枫没有丝毫犹豫：“这些文物
本来就属于国家。”

2017 年 7 月 7 日，在“七七事变”80 周
年纪念日，赣西抗战博物馆正式开馆。

传承
插上翅膀“飞”进社会各个角落

走进赣西抗战博物馆，映入眼帘的
是白色墙面上的“勿忘国耻 兴我中华”8
个大字。

往左望去，墙面上是一幅反映抗战
时期的漫画：前方一位战士拿着刺刀与
敌人战斗，后方老百姓正赶牛犁地。

沿着错落有致的走廊进去，便是博
物馆的主体部分——“国土沦丧”“人民

动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新
余”“赣西丰碑”4个展厅。

“展厅以图文和实物的方式介绍了赣
西抗战历史，连接展厅的走廊上张贴的是
赣西地区抗战老兵的照片和简介，其余几
个房间是办公场所。”讲解员王晓珍说。

王晓珍介绍，这些年他们除了做好
日常展览，还经常带着文物去学校、企事
业 单 位 等 展 出 ，让 抗 战 文 物 插 上 翅 膀

“飞”进社会各个角落。
今年 6 月上旬，赣西抗战博物馆在渝

水区第三小学开展“红色文化移动展进
校园”活动，王晓珍为学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国防教育课。

“同学们，大家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
么吗？”

“枕头！”学生异口同声回答。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枕头，是革命烈

士谭斌的遗物。枕头侧面‘完成革命’的
文字反映的正是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不
幸的是，1945 年 7 月，他被混入队伍的投
机分子杀害，时年 29 岁。”在场学生听完
无不动容。

在红色讲解员的讲述下，抗战历史
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吸引了一批
志愿讲解员。

家住博物馆附近的 79 岁张祥国就是
其中一位，“忙的时候，每天都有十几个参
观团，从早到晚我都在馆里。”张祥国说，

“年纪大了，我想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69 岁的退役军人陆建林也是博物馆

的一名义务讲解员。“我是老兵，但在这里
我是一个‘新兵’。”陆建林说，“能够让更
多人了解抗战历史，我感觉十分自豪。”

前不久，赣西抗战博物馆与新余市
“书香行”文化协会合作，在全市寻找对
抗战历史感兴趣的中学生，利用暑假时
间进行讲解培训，培训结束后安排学生
上岗讲解。

“参加培训的学生，整个暑假每天都
泡在馆里找资料、写讲解词。经过培训，
学生们上岗讲解效果非常好。”王晓珍
说，在他们的努力下，抗战故事正传向社
会各个角落，尘封已久的抗战文物正绽
放着新的光芒。

（摘自《中国国防报》 文/潘 聪
郭柳娉 郭冬明）

赣西抗战博物馆：

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

◀谭斌烈士曾使用过
的枕头。

8月 1日，江西新余，阳光明媚，抱石公园内的赣西抗战博物馆游人如织。

赣西有着丰富的抗战历史。近年来，新余市军地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

2017年，文物爱好者宋子枫在各界人士帮助下，正式创建赣西抗战博物馆，展示多年来收藏的 1000余件抗战文物。

截至目前，赣西抗战博物馆已接待全国各地游客 50 万余人次，并入选第四批国家三级博物馆，被列为第六批江西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当地的一张红色名片。

▲博 物 馆 工 作 人 员
在农户家中走访调查文
物信息。

◀宋子枫在清理馆
内文物。

▶谭斌烈士遗物——
旗杆头。

本版图片均由郭冬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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