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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党课《历史的回望》 “我在红巷讲党史”文艺宣讲

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

探索与奠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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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旧如旧，坚守革命旧址底色

武汉革命博物馆拥有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年来，博
物馆始终按照“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理念，加强文物建筑保护和
管理，守好“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武昌农讲所旧址建筑原为 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北城角创办的
北路小学堂，是武汉地区现存唯一一座晚清学宫式建筑。武昌农讲
所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曾进行四次落架大修，此后，又于2003年、
2009年进行保护修缮。

1967年，武汉市修复重建位于都府堤 41号的毛泽东旧居。1977
年，在旧居南侧按原貌复建了当年的门面，内辟陈列馆。此后又于
1983年、2003年进行保护修缮。

1981年，武汉市对武昌起义门进行修复。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
周年之际，再度对其进行保护修缮。

中共五大会址原为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始建于 1918 年。
1983年，武汉市对武昌高师附小旧址进行修缮，成立陈潭秋烈士纪
念馆。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复同意对中共五大会址进行保护
修缮，11月，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成开放。2021年，为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武汉革命博物馆对中共五大会址进行保护性修
缮，整体修缮面积达4500平方米。

国务院 2001年公布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同志旧
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公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旧址、起义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全面展示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2016年3月，在中央纪委、
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支持和领导下，武汉市在中共五大会址旁筹
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于 2019年 5月对外开放。武汉
革命博物馆形成“一块牌子，五处场馆”格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新时代下，集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
景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
史国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等诸多荣誉
于一身的武汉革命博物馆，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根铸
魂，守正创新，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让红色文化源源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武汉革命博物馆历史沿革
1958年 2月，中共湖北省委批复同意筹建武昌农讲所旧址纪

念馆。12月上旬，周恩来亲笔题写“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
动讲习所旧址”。

1963年 4月 4日，武昌农讲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武汉
地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

1966年3月，董必武亲笔为纪念馆作诗：“革命声威动地惊，工
农须得结同盟。广州讲习垂洪范，又到华中树旗旌。”

1967年 10月，复原修建后的武昌毛泽东旧居对外开放，隶属
武昌农讲所纪念馆管理。

1981年武昌起义门管理所修复筹建，同年10月10日对外开放。
1983年，位于都府堤 20号的陈潭秋纪念馆建成开放，由武昌

农讲所纪念馆统一管理。
1997年 7月 14日，经武汉市政府批准，将武昌农讲所纪念馆、

武昌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和武昌起义门旧址管
理所合并，组建武汉革命博物馆。

2007年 11月 30日，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隶
属武汉革命博物馆管理。

2011年，武汉革命博物馆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
2019年 5月 9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成开放。

武汉革命博物馆形成“一块牌子，五处场馆”的格局。
2020年，武汉革命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革命文物是革命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的
重要载体，藏品征集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的重要保证。通过公开征集、主动上
门、定期捐赠等方式，武汉革命博物馆不断充
实藏品数量，让文物说话，努力达到“以物证
史，以物述史”的目标。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武昌农讲所纪念馆
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调查征集。工作人员
深入十余个省市，访问 500多名老红军、老干
部，征集到3500余件文物资料。

2014年至2018年，因展览和研究需要，武
汉革命博物馆通过多种途径征集到近万件文
物资料，极大丰富了馆藏资源。

2016 年，博物馆派专人赴俄罗斯国家社
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到两张反映中共五

大会场的真实历史照片，这是仅有的反映中
国共产党早期党代会的照片，填补了党史档
案的一个空白。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革命博
物馆“为明天收藏今天”，征集到来自各行各
业的一万余件抗疫物证，有力弘扬了伟大的
抗疫精神，开辟了新时代红色藏品征集的新
路径。项目荣获“2020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十佳案例”。

目前，武汉革命博物馆拥有文物藏品近 3
万件/套，已形成红色革命见证与城市历史见
证两大类藏品体系。同时加强数字技术应用，
实施“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建立
起科学、规范的藏品数据库，不断提升藏品信
息化水平。

在荆楚大地，悠悠长河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孕育出一座英雄的

城市，百年老街红巷与都府堤的相遇，创造出一座优秀的博物馆。

1926年，革命的洪流涌向长江流域，毛泽东敏锐地预感到革命

急需一大批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于是在董必武的支持下选择在武

昌红巷13号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至6月，武昌农

讲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他们将革命火种播

撒到神州大地，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

热血。1963年4月4日，武昌农讲所纪念馆建成开放，成为武汉地区

最早的革命纪念馆。

栉风沐雨一甲子。如今，在400多米长的都府堤上，武昌农讲

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

红色旧址和场馆依次排布，形成了国内大城市中十分稀缺的红色文

化景观一条街，共同组成了武汉地区规模最大、热度最高的红色旅

游资源富集区——武汉革命博物馆。

60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依托革命旧址，挖掘红色资源，以“致

敬源点”的虔诚心态，让红色文化“亮”起来、“活”起来、“热”起来。

丰富馆藏，藏品征集持续不懈

武汉革命博物馆始终坚持政治性、思想
性、艺术性相统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
不断打造精品展览，讲好党的奋斗故事。

建馆之初，武昌农讲所纪念馆仅有9处复
原陈列、1 处基本陈列。经过 60 年充实提升，
截至目前，武汉革命博物馆已拥有 26处复原
陈列、10 个基本陈列，每年举办临时展览 10
余个、巡展 40余场，形成了复原陈列、基本陈
列、临时展览、巡展、数字展览等丰富展览形
式，原创展览、引进展览、联合办展等多种办
展手段相结合的多类别、宽领域、全天候展览
体系。

把握历史脉搏，紧扣时代热点 2014 年
改造升级的“探索与奠基——武昌中央农民
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客观全面地还原了国
共合作共同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2019 年
对外开放的“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
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多维度、全景式
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寻监督执
纪的光辉历程，填补了国内党的纪律建设展
览空白，荣获第十七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推介特别奖,并被评为“新时代博
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

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提升“紧急时刻的
艰难探索——中共五大历史陈列”，将展览亮
点重新提炼，以更加宏大的叙事凸显中共五
大的历史贡献。展览入选中央宣传部和国家
文物局联合推介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精品展览”。

2022 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举
办“复兴路上 青春闪光——武汉庆祝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专题展”，并在全

市范围开展 19场巡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欢迎。

此外，在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等时间节点推出的多个展览入选国家文
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和湖北省博
物馆、纪念馆六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延伸展览范围，增强展览生命力 武汉
革命博物馆展览输出工作起步较早，20世纪
60年代建馆初期即通过展览下乡等方式开展
巡展活动，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博
物馆积极推动原创展览“五进”巡展，将“用生
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生
平展”“红色印迹——武汉红色旧址掠影巡
展”等精品展览送到社区、乡村、学校、景区、
两新组织，以及福州、南昌、仙桃等其他城市，
让红色文化在全社会落地生根。

此外，还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北京鲁迅博
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等兄弟场馆广泛开展展览交流与合作，形成
合力，延长展览生命周期，让红色文化进一步
迸发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 近
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顺应“互联网+”的时代
趋势，充分运用激光全景复制、HDR融合、多
媒体互动、VR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开发“武
汉革命博物馆全景展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
设历史陈列馆数字展馆”等数字展览，集沉浸
式漫游、虚拟讲解、文物展示、视频播放等功
能于一体，实现展览智慧化表达，让观众足不
出户即可以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沉浸式观展体
验，真正让展览“活”起来，成为“永不落幕的
展览”。

推陈出新，营造全天候观展体验

武汉革命博物馆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重
要作用，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
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引
导全社会共同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
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让全民共享文化发展
成果。

开发“我在红巷讲党史”红色IP 武汉革
命博物馆倾力打造的“我在红巷讲党史”红色
品牌，秉承内容、形式、宣讲者、受众、传播“五
个全覆盖”理念，打破传统单一理论宣讲模
式，融入音乐、舞蹈、影视、舞台剧等文艺形
式，以博物馆社教人员、文艺院团专业演员和
志愿者为宣讲主力，同时不断吸纳公众参与
进来，把党的故事讲给百姓听，又让百姓来讲
党的故事。

携手专业院团，创新教育形式 博物馆
注重观众的个人感受和现场体验的实际效
果，与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共同创作湖北省首
部博物馆环境剧——“武汉 1927”沉浸式思政
课，以实景表演的形式，引领观众追忆慷慨激
昂的革命岁月，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
百强案例”；与湖北之声共同开发的精品原创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 13号》，用声音大
剧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入选第二十二届
中国广播剧专家评析成果榜特别推荐作品。

融合发展，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与中共武昌区委共同举办的“武昌周周讲”活
动，将党课宣讲主讲堂设在革命旧址，不断强
化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针对青
少年认知特点，打造“红色课堂进校园”等品
牌，把博物馆资源送到学校去，提高红色文化
覆盖面；与近 50家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共
建、共育、共研的合作关系，在思政教育理论
和实践等方面有效互动，同向发力，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共促发展”，将
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弘扬传统文化，群众广泛参与 每年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博物馆都会
精心举办“我们的节日”系列民俗活动，邀请
市民现场体验年画、汉剧、书法、剪纸等非遗
艺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在红色
场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到魅力。

志愿服务成体系 自2008年面向社会招
募志愿者以来，武汉革命博物馆已累计培养
3000多名志愿者，形成了以“红巷苗苗”“红巷
青马”“红巷爷爷”为代表，覆盖全年龄层次的
庞大志愿服务团队。志愿者广泛参与到讲解、
活动、宣传等工作中，成为博物馆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我在红巷讲党史”志愿者团队入选

“首届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以人为本，打造全民共享服务体系

武汉革命博物馆所在的武昌司门口地
区，自 800多年前的南宋起，就是繁华的商业
区。武汉革命博物馆坚守初心，始终保持环境
优美、秩序井然、庄严肃穆的基调，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加强宣传推广，倾力打造党史教育
基地、红色旅游地标。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 2007年，
以建设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为契机，武汉市
对都府堤、红巷两条街巷的道路、环境进行系
统性整治。整治后的都府堤，路面由青石铺
就，原有杂乱无章的民宅被拆除，两侧保留建
筑以青砖贴面，成为颇具特色的清末民初历
史风貌街区。2011 年，大型青铜雕塑“永远的
丰碑——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群像”于
博物馆前的武昌廉政文化公园落成，将红色
主题融入绿化环境，成为融自然生态和人文
历史于一体的城市亮点。2013年，位于毛泽东
旧居旁，总面积102平方米的红色书屋建成投
用，涵盖图书阅览、文创展示和旅游咨询三大
功能，展示 3000余册各类书籍，200余种文创
产品，并配有急救用品、轮椅、婴儿车等便民
设施，为观众提供贴心、舒适的旅游服务。

近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又相继实施了
绿化提升、旧址保护性修缮、星级厕所建设、
渍水点改造等工程，不断提升景区形象。

建立有效的安全运维系统 文物与旧址
安全始终是武汉革命博物馆工作的重点。为

确保文物及旧址安全，武汉革命博物馆制定
了较为完善的藏品保管制度、安防消防制度
和应急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安保队
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和安全宣传工作，明确
安全责任，逐级签署安全责任书，建立了馆长
负总责，各部门参与实施，保卫科具体执行的
安全管理机制。通过机制、人防、物防、技防之
间的联动，博物馆形成了强有力的整体效能，
始终保持安全率100%。

全媒共振，扩展传播广度 为持续扩展
红色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满足公众需求，
武汉革命博物馆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与中央、
省、市等各级官方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每年刊发报道 300余次；同时发挥自媒体

“短、平、快”的传播优势，每年利用公众号、微
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发布各类推送 300 余
条，逐步形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报
纸、电视、网站、App、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相
协同的全矩阵宣传模式，取得了良好的传播
效应。

如今的武汉革命博物馆，户外植被茂盛，
生机勃勃，场馆内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服务
周到，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年接待
观众达 200万人次。博物馆先后入选“湖北省
十佳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文化遗产旅游
百强案例”。2022 年，连续四个季度登上中博
热搜榜“十大热搜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

文旅融合，打造热门红色打卡地

武昌农讲所纪念馆建馆初期历史照片

武汉革命博物馆场馆

武汉革命博物馆红色书屋 我在红巷过大年——元宵喜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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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共五大历史陈列

“复兴路上 青春闪光”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专题展

红巷苗苗与红巷爷爷共同为观众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