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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瞻仰对我
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
命历史纪念场所，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在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还
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发表重要讲话。党
的二十大擘划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任务，担当这一使命任务需要我们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但用好红色资源，重
点不在于“用”，而在于要“用好”，高质量用好红色
资源，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关键之一：把资源保护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根
本前提。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
见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经过长期的风
雨侵蚀，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和安全隐患，在开
发利用过程中需要小心翼翼，把保护作为利用的根
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把红
色资源保护好，首先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文
物，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红色资
源的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统一起来，把红色资
源的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统一起来，尤其不能借

“保护”之名行“改造”之实，随意改变红色资源的内
部结构和外部风貌，破坏红色资源本体，留下无法
弥补的遗憾。除此之外，保护好红色资源赖以存在
的周边环境同样重要。如果红色资源本体与其周边
环境风貌格格不入，就会让人从视角和心理上都难
以接受。相反，统筹好红色资源本体和周边环境的
关系，保护好红色资源的周边环境，就能让人从视
角上看到比较协调的文化生态，从心理上更容易走
进当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氛围，从而在内心深处滋生
出荡涤灵魂的感悟和感动。

关键之二：把历史研究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基
础支撑。有的地方在开发利用红色资源过程中，热
衷于搞大规模硬件建设，这是看得见、摸得着、容易
完成的工作，且容易形成固定资产投资额，但对于
做软件建设、特别是做艰苦调查研究的动力就显得
相对不足，人才储备也不够。某些红色文物建筑修
缮、红色纪念场馆完工后，布展跟不上、硬件设施闲
置，或者虽然搞了展览，但内容简单、主题不突出，
甚至与其他革命纪念地展览雷同，其背后的根本原
因就是基础研究跟不上，不知道展什么、怎么展，更
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
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这就需要我
们沉下心来加强系统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整合文物
和党史等部门的力量共同攻关，准确把握和精准表
述本地红色资源底数、类别、价值和历史地位，形成
区域内红色资源科学精准、主题突出、协调一致的

话语体系，让参观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
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自觉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

关键之三：把文化展示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重
要环节。推动红色资源的文化展示是用好红色资源
的重要环节，然而有的地方在展示中比较喜欢“高、
大、上”，突出“声、光、电”，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出精
品，才能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但这并不是最
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把好导向、聚焦主
题，用史实说话，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
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从这个
意义上讲，展示和传播红色文化，最重要、最根本的
是把正方向、把好导向，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
性的统一。针对每一个点位的展示，要准确把握该
红色资源的历史特色和价值定位，聚焦主题、集中
展示，力戒“主题模糊”“千馆一面”。依托革命旧址
举办主题陈列展览，务必要坚持旧址就是最重要的
文物展品和展示空间的原则和理念，用史实说话，
让文物说话，展示传播真实的历史，让展览氛围与
周边环境及纪念设施相协调，与旧址本身风格相符
合，保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让
观众可亲可感可信，见人见物见精神。讲解员的重
要责任则是帮助观众通过红色资源更好地理解历
史过程，感悟初心使命。

关键之四：把新人塑造好是用好红色资源的价
值追求。用好红色资源，既能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
来经济效益。但在两个效益中，社会效益应居于首
要地位，社会效益直接体现在对人的教育、激励和
塑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研究确定
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
塑造人的大学校。”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百年
奋斗的光辉历程，沉淀下大量红色资源，各地依托
这些红色资源确定了一批重要标识地，打造了大量
红色教育基地，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广大干部群
众和青少年学生的精神文化需要。下一步还要着力
增量提质，更好发挥教育功能。同时，因为这些重要
标识地和教育基地的存在，也衍生出一些周边产
业，最典型的莫过于红色旅游的发展。实践证明，发
展红色旅游是用好红色资源，发挥教育功能的重要
路径。但是，在发展红色旅游过程中，要坚持红色是
底色、红色和旅游相统一，坚持社会效益为主、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切实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激
活红色资源，达到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目的，
这是用好红色资源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本文为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贵州红色文
化资源的调查、整理与利用研究”成果，课题编
号：21GZZB38）

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文本，
其形式流传已久。在文史研究涉及的各类材
料中，私密性高、吐露较为自然率直的日记
和书信，是备受关注的两种史料，其中尤以
日记的内容和信息更为丰富。日记号称“百
科全书”，可以展现作者当时的情绪、心态，
反映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信息、环境、背景；其
私人化的书写形态，也提示我们对这类文体
的话语特质应予认知和理解。

中国近代日记存世数量巨大，超过此前
日记文献数量的总和。近年来，由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张剑主持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
见史料丛刊》系列，不断推出最新整理研究
成果，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丛刊目前已出
至第九辑，其中80%以上为日记和书信。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
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 23场学术活动在北
京举行。论坛以“‘话语’的公与私：日记文献
的整理与研究方法”为主题，以晚清和近代
以来的日记文献为关注焦点，邀请专家学者
针对日记文献的文体特征、隐性叙事和话语
内涵，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分享经验，系统总
结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点校方法，提出了日记
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以期对中国
传统文体和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进行深
入探索。

“日记相较于其他文体是相对私人化的
记载，本身具有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公务
性的日记、出使日记，私人化的色彩就比较
淡；经本人或亲友审定后刻印出版的日记，
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一种公共书写，不可
避免地存在隐晦和修饰。”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张剑围绕日记的版本问题谈了自己的
治学体会。他认为，稿本日记具有原始性、私
密性和唯一性，是比较纯粹的私人书写。读
者通过不同的日记版本，提炼和获取不同信
息，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模式，掌握日记不
同的版本，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张剑把日记流传版本的差异主要分为
两大类：第一类是经过他人编撰或整理造成
的版本差异，最常见的是选编、摘录，编者依
照个人的原则、喜好做选抄本，主要保留编
者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有的甚至只有原日记

的几分之一，体量大为缩减；还有一种情况
是直接删改、篡改，如《翁同龢日记》在 1925
年影印出版时，将部分内容用白纸遮住了，
即便是影印本，也无法呈现原本的全貌。第
二类是由于作者主观原因造成的版本差异。
作者在回看自己的日记时，会进行摘编、提
炼和改造，与原稿形成两个版本；还有作者
会在日记出版前进行改写、补写，甚至重写。
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印本《陆小曼日记》与其
原始的稿本日记差距非常大，20篇日记中有
半数以上都是经过改写的。

人们通过不同版本日记的比较，可以考察
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心态，以及他们的不同关
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认为，在
整理和研究日记时，版本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
题。通常人们认为影印本是接近稿本的一种样
态，然而影印本也会出现缺漏，除了刻意遮盖，
还有不少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意造成
的。至于人为涂抹的部分，如果能够找到原稿，
通过技术手段，依然可以恢复。他建议，在有影
印本的情况下，也应尽量寻求稿本。

因此，张剑也强调，在利用日记时，一定
要注意不同版本差异带来的遮蔽性。他说，
日记虽然是私人化的语言，但并不意味着天
然可信。日记版本的嬗递为学术研究提供了
动态样本，要注意实现由“史料研究”向“史
料学研究”的提升，即由“修改了什么”向“为
什么这么修改”或“修改为了什么”转变。他
建议，将日记的不同版本对校互读，有助于
还原历史场景，实现由纯粹静态的“文献学”
到具有动态的“文献文化学”的转型。

目前，学界多将日记作为一种“史料”来
论证其他学术问题，其实日记完全可以作为
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郑小悠认为，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史
料，在研究日记时，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形
成整体印象，解读时要综合历史情境、作者
心境，切忌断章取义；在研读日记文本的基
础上，注意日记与其他史料的对读；集中而
系统地阅读某一类日记，亦有助于对一个问
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她还围绕日记提炼
了五个关键词——时间、空间、人物、事件、
书写，认为从这些角度均可进行拓展。

以日记为研究对象，或围绕部分专题进
行研究，是将日记从单纯的“史料”上升到学
术问题的重要方式。点校整理一部日记，需
要反复研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才
能最大程度发掘出日记的价值。复旦大学古
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桂丽以《李慈铭日
记》为例，从日记作为完整的专著、日记的隐
性叙事、日记的交流功能、日记话语权力的
边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她认为，李慈铭将
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编年纪事的框架
内融入了很多情感，有着浓重的抒情意味，
它保留了许多时人信息，具有很高的价值。
她看来，独立自明的日记具有示范性和进步
性，是一种公开的交流和自由的表达。

日记具有较强的原始性，但由于个性化
的内容居多，在制度史研究中大量阅读日记
有助于历史感的建立，日记里人物和细节在
时空上的精确性，常常具有不可替代的价
值。目前学界对日记的研究逐渐深入，如讨
论日记体裁的变化、日记著述性质的不同，
日记的传播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日记学”正
在形成。韩策表示，如果将“日记学”的研究
融合到整个近代文史之学中，一定可以带来
新的问题和启示。

日记可以澄清学术史遗留下来的一些
问题，需要讨论的是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
研究，以及多维考定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曦林结合自身
研究经历，从日记与学术史遗留问题的澄
清、日记的系统利用与深入研究、日记和书
札的多维考订三个方面论述了日记文献对
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并就日记
研究的新方向、日记的深度整理问题与诸位
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对此，张剑教授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
述之外，我们可以尝试从日记中提炼出一些
普范性场景，如部分作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
要勤奋、要早起，不断跟自己的不良习惯作
斗争，很像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的事
情。把看似琐碎的史料复活，呈现出一些人
性共通的、能够引发共鸣的东西，在重要史
事与日常面向上寻找一个契合点，将会是非
常有意义和启发性的研究。

陶器文物与我国古代人民日常生活有
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
载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城阳后桃林汉墓出土
陶器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出土与保护、材料与
制造工艺、修复技术和修复材料的选择等问
题进行探讨，为今后地方墓葬发掘中的陶器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山东省发现的汉墓达几千处，其中青岛
地区汉代墓葬较为丰富，位于青岛市城阳区
后桃林村东约1公里高岭之上的后桃林汉墓
是最为典型的代表。2007年1月，因该处发生
盗墓事件，青岛市考古研究所会同城阳市文
管办于对 1座被盗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编号为M1，之后将其回填保护；2010年5月，
城阳区文阳路道路建设工程中破坏该墓地
附近封土，数座墓葬暴露，并有文物出土，青
岛市考古研究所会同城阳市文管办对被破
坏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经过现场勘查及
发掘，在文阳路与新青威路交汇处共清理墓
葬12座。

后桃林墓地发掘的 13座墓葬均未发现
可供断代的纪年文字，据墓葬形制及其随葬
器物，仍可看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墓
葬形制看，除M10为砖椁墓外，其余均为岩
坑竖穴墓，其墓穴上又加石质盖板，有的墓
葬还与墓口四角凿出放置石盖板的凹槽，显
示出石椁形制，尤其是M3与M4，石圹上部
还造出“＃”字形墓圹。除去这些地方特色
外，仍然属于西汉时期流行的埋葬制度。从
随葬陶器看，后桃林汉墓出土较多的小口高
领陶罐，M13出土的陶瓮均流行于西汉中晚
期期墓葬。由于该墓出土文物中未发现可供
断代的纪年文字，综合墓葬形制及其随葬的
陶器的特征，专家将后桃林汉墓发掘的12座
墓葬下葬年代确定为西汉中晚期。由此可
见，陶器的出土对于该墓葬的时代断定有重
要意义。

从墓葬出土情况看，汉代墓葬陶器与墓
葬的规模、墓主身份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
系。从陶器文物出土的器型，结合当时汉代
的制度，可以判断墓葬的类型是帝王墓、贵
族墓或平民墓。从城阳后桃林汉墓出土陶器
情况来看，该墓是一座典型群葬墓，且墓葬
主人有平民和官员。

汉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较多，如有
陶、铜、玉石、漆木、铁、骨角牙、金等类，其中
陶器数量最多，陶器种类繁多，常见陶器器
类主要有鼎、盒、壶、罐、舫、盘等。后桃林汉
墓出土的陶器主要以陶罐为主，质地主要为
泥质灰陶，有少量泥质红陶、夹细砂白陶。大
部分陶器陶土经淘洗，质地细腻，制火候普
遍较高，类型丰富。陶器文物的保护对于青
岛地区乃至城阳区历史的郡县归属、朝代断
定、朝代制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陶器文物发掘出土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

陶器文物发掘保护过程中通常会遇见

破损问题，从城阳后桃林汉墓陶器出土过程
看，主要出现如下几种问题：

第一，碎裂和破损。因长时间埋藏于地
下，受地下复杂环境的影响，陶器文物必然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同时，盗墓等行为
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陶器文物损伤。如城阳
后桃林汉墓出现因道路施工、盗墓破坏等情
况造成陶器文物损伤。一般来说，墓葬所处
地区的地质结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坍
塌、升降等现象，也会为墓葬内部的陶器文
物带来损伤。

第二，局部裂缝以及划痕现象。陶器文
物出土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会进一步
加剧其的粉化变脆进程，加速矿物间的连接
破坏和裂隙的扩张，促使陶质风化剥落。长
期埋藏过程中，陶器文物会因为自身材质以
及外界因素的干扰产生局部的裂痕，所处地
质结构中的坚硬物体可能会与陶器表面接
触而产生划痕。同时，工作人员发掘过程中，
也有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操作失误带来文物
的局部裂痕和裂缝问题。

第三，表面附着物问题。陶器文物表面
特征表现为多孔，因长时间埋藏在地下，易受
到地质钙化现象的影响在其表面形成一定厚
度的附着物，也会吸收大量盐类物质，高温、
髙湿环境易促使器物盐类的蒸发溶解，这同
样也会对陶器文物的表面造成损坏。

陶器文物的保护修复

从后桃林汉墓陶器文物的出土过程来
看，陶器文物出土受多种因素制约，有自然
因素、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等等，对陶器文物
进行保护更要细致具体，主要应从下几个方
面着手：

一是创造适宜的外部保护环境。在保护
陶器文物过程中，要注意陶器文物对于所处
环境的温度、湿度要求，且很容易受到各种
化学气体、灰尘的影响，所处的环境需维持
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此一来，存放各
种陶器文物的环境不但需要做到无烟无尘，
并且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需要保持适中的状
态。放置陶器文物的室外环境需要种植符合
具体需求的植物，又或者将植物盆景放置在
室内，用以吸收环境中出现的灰尘和烟雾
等，以此来降低自然环境因素对于陶器带来
的各种不利影响，或者应用上空气加湿器、
温度控制器等电子化设备来进行精准控温
和控湿，但要确保断电带来的影响，及时进
行监控。

二是确保文物修复过程要精准。在修复
陶器文物的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所使用的
修复方法以及材料缺乏科学性，同样也会对
陶器文物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为了避免陶
器文物保管中因为各种人为因素影响出现
的破坏问题，博物馆应严格要求技术人员按
照既定的规章制度落实修补前的准备工作，
并针对所选择的修复材料以及方法进行实
验性的应用，确保修复工作的落实能够在恢

复陶器文物原有样貌的基础上，不对其原有
的艺术价值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如在做色
环节，在具体调制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多次
试验，确保调整过后的颜色能够与陶器文物
本身的颜色基本或完全相符，在颜色调整完
成之后，需要使用毛刷之类柔软的工具进行
上色，在陶器文物表面上色的过程中，可以
使用涂抹或者是拍打的方法，但无论选择何
种的上色方式，相关工作人员都需要使用轻
柔的手法，避免做色过程中因操作问题对陶
器表面产生各种损坏现象。

三是建立完善的文物管理保护工作机
制。在陶器文物修复工作完成之后，为了避
免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对于陶器文物带来
的损坏，针对陶器文物日常管理的工作职
责，以制度的方式给出明确的规定，确保
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按照工作分工，各司其
职，认真落实各项文物保护管理的工作职
责。随着我国出土陶器文物类型和数量的
增加，保护管理工作的难度和总量也会有
所提升。管理工作人员需要针对陶器文物
实施分类的优化保管制度，配合各种精细
化管理理念的引入，促进陶器文物保护工
作的有效落实。

四是加大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提升。需高
度关注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定期组织
员工进行全方位的集体培训，或者是邀请在
陶器文物修复管理等方面具备一定造诣的
专家教授面对面对员工进行培训，确保员工
能够在了解陶器文物的维护、保养的工作技
巧基础上，提高陶器文物保护工作的质量。
同时，也可以组织优秀员工不定期参与国内
博物馆的文物保护管理交流会议，凭借不同
地区管理人员在陶器文物保护方面的思想
碰撞，在更新知识结构的前提下，推动陶器
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落地。

小结

陶器文物的出土保护对于研究青岛地
区汉代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因陶器长
时间深埋地下很有可能会因为受到各种自
然环境的影响而出现表面的局部裂缝、划痕
以及大面积破损等问题，需要工作人员进行
后期修护完善。工作人员需要优先针对出土
陶器文物所处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并借助现代化的检测仪器，以便在掌握陶器
文物制造材料、工艺等信息的前提下，选择
科学的修复材料以及方法，并经过完善的修
复工作还原陶器文物原本的样貌；负责文物
考古及修复的人员也需要从制度和人员培
训两个方面提高管理人员自身的专业知识
储备和能力水平，有效保护区域内出土的各
种陶器文物；随着我国出土陶器文物类型和
数量的增加，保护管理工作的难度和总量也
会有所提升；管理工作人员需要针对陶器文
物实施分类的优化保管制度，配合各种精细
化管理理念引入，促进陶器文物保护工作的
有效落实。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文献研究
本报记者 肖维波

从城阳后桃林汉墓看汉代陶器文物保护修复
刘芬

用好红色资源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丁凤鸣

4月6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
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和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
举办的“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支部史料展”
在北大红楼开展。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1919 年至 1920 年共有 20 批次、1800
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诞生的旅法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 8个早期组
织之一。1925年，经过中共留德组、留法组和留
德法组的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支部。

展览以“寻路”为主题，分为“救亡图存
运动热潮”“工学实践 奋起抗争”“上下求索 建
立组织”“宣传马列 扩大队伍”“世纪回响 党史
丰碑”五部分，运用 200余张历史照片、历史文
献档案图片及 30 余件文物及复制件展示了中共
旅欧支部的成立、发展过程、主要活动和在中国
共产党创建史上的重要作用。展出有保定育德中
学发给贺果的毕业证书、上海法文协会的残牌，
邓小平、李富春等在法学习、工作的档案，中共
旅欧支部成立的通告、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员证等文物文献，此外，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
动纪念馆还提供展出了他们新进入藏的北大预科
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生董爽秋在德学习的学
生证。

这些实物展品背后有着动人的故事，见证了
先进知识青年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探寻“主义”之路，
最终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
路的思想历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
代救亡图存、追寻真理、留学报国、献身家国的
爱国主义精神，必将随着中国梦的实现更加绽
放，也将引导广大观众传承红色基因，使他们在
观展过程中汲取真理力量、矢志践行使命担当。

北京大学当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在这
里任职的李大钊曾参与华法教育会北京事务所的
会务工作，并在北大红楼组织开办公余法文夜
校，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大力支持与帮助青年学生
赴法勤工俭学。为赴法留学做准备的各地进步社
团成员许多都曾进京到访北大红楼，与李大钊、
杨昌济等北大教授亲密接触，建立交往关系。如
我们熟知的湖南新民学会组织者毛泽东、蔡和森
1918 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洽谈赴法勤
工俭学事宜，毛泽东还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担任
北大图书馆助理员。1920 年，少年中国学会会
员、北大学生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就职
北大的张申府赴法深造后，仍与国内保持通信
联系。陈独秀在通信中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共产
党早期组织。

为讲好北大红楼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生动阐释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的关联性，遴选馆藏赵
世炎、刘伯坚、李立三、陈公培等在北京高等法
文专修馆学习期间，该校学生出版的 《平民周
报》、陈延年等主编的《进化》创刊号、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工学会出版的《工学》等宣传社会主义
思潮的五四进步刊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
留法勤工俭学生盛成、萧三的文物资料，配合展
览提供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刊物《少年》月刊
第10号和第13号，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机关刊物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周刊》 等展品，皆为首次展
出。其中，《少年》月刊13号属稀见文献。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余年风雨征程，
研究、展示、宣传这段历史，对我们赓续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对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
丽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
支部史料展”在京开展

田丹

《少年》月刊第10号和第13号封面中共留德组、留法组改组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