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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30 年间，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
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江西萍
乡安源地区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留下
了一批充满红色记忆、承载安源精神的革命文
物，《劳工记》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劳工记》（又名《罢工歌》），创作于 1923
年，是 20 世纪 20 年代在安源工人中广为流传
的一首长篇叙事歌谣。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
馆珍藏的《劳工记》手抄本共两本，均于 1925
年手抄而成，左开竖排版，毛笔书写，字迹工
整，内容较全。《劳工记》每两句一韵并排成一
行，全文共 840句，约 6000字，采用江西萍乡春
锣调子演唱。

这首歌谣以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革
命事件为中心，真实而生动地叙述了安源工人运
动的兴起发展过程，表达了工人阶级投身革命的
自豪与信心。歌谣记叙的内容，都是工人的亲身经
历，所描绘的人物，都和工人群众紧密相连。

安源的矿业工人伴随着 1898 年萍乡煤矿
开办而产生，在旧中国，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工人不仅
大部分工钱被迫存入矿局不得兑现，还经常遭
到职员、工头的毒打和谩骂。总监工王洪卿，每
月克扣工人工钱3000多元，超过其正常薪资的
七倍。而矿工许焕文却因工钱无法兑现，被逼丢
下妻子儿女投河自尽。歌谣中淋漓尽致地表现
了工头压迫工人的情景：

东平总管三胡子，压迫工人如狼虎。号名叫
做王洪卿，打仗势力压工人。压迫工人太无理，

个个手拿棍一根。有点不知他的意，受打受气真闭气。他把工
人当牛马，不由分手瞎打人。

歌谣道出了总监工王洪卿的残暴毒辣，苦难深重的安源
工人日夜盼望着能找到一条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光明道路。
直到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先后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安
源工人的生活才改换了天地，歌谣中唱到：

有个英雄天下少，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年
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
人出劳墙。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总主任选李
能至，刘少奇管窿外事（窿外主任）。路局主任朱少连，个个
办事当青天。

1922年9月14日，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
了。工人停止做工，冲出矿井，“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
工口号响彻天际，工人代表刘少奇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不顾
生死只身前去与路矿当局谈判。《劳工记》中唱到：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走一趟。代表全体众工人，见
机而作把事行。工友不必顾虑我，这次非我去不可。若凡我不
去接头，恐难达到这要求。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畏死枉为人。

唱出了刘少奇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革命精
神。最终在共产党人和工友们的英勇无畏、齐心奋斗下，安源
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
人斗争。1922年9月18日下午，安源工人隆重集会，庆祝罢工
胜利。歌谣中唱到：

今天下午把会开，路矿工友一起来。开会就是十八号，路
矿工友都来到。两边赞（站）了许多人，等候先生到操场。先生
来到讲台上，台下之人纷纷乱。巴掌一响莫做声，工友听我说
原音（因）。万众工友齐领会，并无一人把话议。重头侧耳听规
章，先生开口说当祥（端详）。第一团体要结紧，团体就是工友
命。我们工友算齐心，罢工胜利果然成。

《劳工记》唱出了安源工人第一次取得革命斗争完全胜利
的自豪与喜悦，提振了革命的自觉和信心。叙事的内容延伸到
了 1923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人不断进行补充、修改和
整理，原作者虽已不可考，但它承载着十分丰富珍贵的史料价
值和造诣独特的文学价值。1994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
一级文物。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
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我们要继续发挥好包括《劳工记》在内的革命
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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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火了，能够不断吸引游客的背后，是政府部门迅速
甚至超前的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淄博群众的热情好客。种种
举措让去淄博的人爱上了淄博，让还没去过淄博的人把“去
淄博”列入未来的旅行日程。淄博最火的是烧烤，但淄博不
只有烧烤。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2021 年印发的《关于山东省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重点支持青岛、淄博、潍坊、济宁等市先行开展‘博
物馆之城’建设试点”，推动了淄博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此次
五一假期，淄博迎来了大批天南海北的不仅想吃一口烧烤
还想感受淄博文化的游客，淄博市博物馆、淄博陶瓷琉璃博
物馆、蒲松龄纪念馆、齐文化博物院等文博单位整装待命，
在五一假期为参观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博物
馆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八方来客 预备展览盛宴

五一假期，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
每日21点，5天累计接待观众7.82万人，齐文化博物院共接
待观众 7万余人次，淄博市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 2.42万人，
蒲松龄纪念馆累计入馆人数 1.18万。各个博物馆都提前发
布了详细的假期服务公告，让观众明确了解预约流程，甚至
还提到“把游览空间更多提供给外地游客，倡议淄博市民主
动避让、错峰旅游”。

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针对游客打卡需求，设计推出
“十大网红打卡点”，除古齐厅、古瓷厅、国窑厅、五色厅、精
耀厅、新辉厅的基础陈列，还举办了瓷起风禾——山东博物
馆调拨文物展、“绘”见博物馆——全市中小学生博物馆主
题绘画作品展。

淄博市博物馆拥有数个精品陈列，如“西汉齐王墓陪葬
坑陈列”“馆藏文物精品展”“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展”“古代淄博历史陈列”，观众除了观看展览，还能集章
打卡，仪式感满满。

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复原陈列”“东厢房陈列”“生平展
室陈列”“蒲松龄著作展”“聊斋故事彩塑展”展示了蒲松龄
与《聊斋》的方方面面；“聊斋影视厅”配备放映设备、室内空
调系统等，播放有关聊斋题材的影视、戏剧作品。

齐文化博物院包含了齐文化博物馆、足球博物馆、临
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东孙战国墓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齐
文化博物馆展示齐地特色的文物专题陈列，足球博物馆
讲述蹴鞠起源和足球发展风貌，在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中可以看到中国车乘的悠久历史和造车技术，东孙战国
墓博物馆作为遗址博物馆展示了墓葬及殉车马坑，民间
博物馆展示瓦当、古钱币等民间收藏，整个博物院的展览
内容蔚为大观。

各博物馆准备的精品展览盛宴，让十多万游客领略了
齐文化风采。

寓教于乐 奉上社教活动

除了各种各样的展览，淄博市的各个博物馆还针对不
同群体准备了许多社教活动。5月 1日，淄博市博物馆齐妙
学堂开展《蝴蝶与飞蛾》自然科普研学课，特邀讲师为中小
学生讲解了蝴蝶与飞蛾的奥秘。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开
展中国鼓研学活动，传播中国鼓文化，讲述中国鼓历史发
展，现场演奏曲目片段《中国人》，让观众感受中国鼓魅力。
蒲松龄纪念馆推出多项活动，以“课堂+游园”方式，开启“本

土文化研学营”，特邀聊斋文化学者授课，并让孩子们自己
进行“聊斋故事分享会”；特邀摄影名家周光平推出公益课
程《摄影及短视频艺术》，除了理论解析，还有现场实战拍
摄，周光平现场手把手教学，帮助观众通过不同拍摄手法拍
出不同主题的视频，寓教于乐。

事无巨细 提供全程服务

除了展览、社教活动，淄博各博物馆工作人员全体待
命，并招募了大批志愿者，为观众提供精细的人性化服务。
部分博物馆还上新了文创，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淄博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全体值班值守，齐鲁医药学院
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服务，驻勤干警、医护人员协同做好
应急准备，为观众参观保驾护航。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每天
开放 12小时，所有人员日均值班值守、志愿服务 10个小时
以上，还招募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冶金与汽车工程学院“启
善”青年志愿服务队、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绘美逐梦”志
愿服务队、淄博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翼之飞”
志愿服务队参与志愿服务。蒲松龄纪念馆全馆总动员，多部
门齐上阵，变身“聊斋”宣教员，为各界游客讲历史、文物故
事。齐文化博物院工作人员全员上岗，齐鲁石化青年志愿者
团队开展助力志愿服务活动，定时为游客提供免费的精彩
讲解。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也组织开展“我爱淄
博·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在网红打卡地“八大局市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在出入口发放旅游宣传资料，耐心
地向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八方游客宣传
淄博、推介淄博、展示淄博。

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制作了文创雪糕、文创糕点，严格
甄选食材，并将陶琉文化融入传统美食。文创糕点天鹅酥、
编钟糕点、青釉莲花尊糕点，灵感来源分别是琉璃展品国宴
天鹅、鸡油黄编钟以及青釉莲花尊，获得了大批观众的认
可。齐文化博物院还举办了文创大集，供观众选购。

当前人们的生活回归了常态，出行意愿旺盛，各地文
旅局都使出浑身解数宣推自己的城市、吸引更多的游客。
美食固然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法宝，但现在的游客，特别是

“特种兵”式旅游的大学生还有许多中青年，往往都不满足
于只品尝旅行目的地的美食，他们还渴望知晓旅行目的地
的文化与故事。淄博各博物馆在当前文化旅游大比拼的过
程中，及时调整跟进，抓住时机和热点，提升服务接待能
力，为更广泛的参观群体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服务，扩大
了自身影响力，乘着文化旅游的热潮推动博物馆事业不断
发展。

（策划指导：崔波 整理：卢阳 顾盼 参考淄博市博物总
馆、淄博市博物馆、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院、
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官网或微信公众号）

西安半坡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
半坡村北。半坡遗址于 1953年春发现，1958年正式对外开
放。西安半坡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第一座史前遗址
博物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对半坡遗址的
发掘阐释，为观众展现了距今 6000多年前的一处典型的新
石器时代母系氏族聚落的生活全貌，揭示了当时社会组织、
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历史
文化内涵。

“坡坡”表情包的创作过程
坐落在西安半坡博物馆环形水池中央的半坡姑娘雕塑

已成为 80、90后儿时的美好记忆。将这一少女形象塑为典
型，是为了反映当时半坡村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
女性地位非常高，代表了生命的孕育。“坡坡”表情包正是以
半坡姑娘雕塑为原型设计而成，其中包括 IP形象、静态表
情、动态表情等，也可以下载到微信或其他App中使用，成
为表情包大军中的一员。

“坡坡”表情包从设计到最终定稿，一共修改了五版，先
后解决了本土特色不突出、表情不够生动可爱、姿态生硬等
问题。线稿定稿后，设计团队开始着手上色，最终确定以三
种造型呈现：分别是打水、欢呼、娇羞。这三种姿态是半坡姑
娘 IP形象在不同情绪和生活场景中的展现。在正式场合中
是娇羞的姿态，体现出了半坡姑娘的性格特点；在日常生活
中劳动时的场景是打水的姿态，体现了半坡姑娘朴实纯真；
在氏族成员聚会时，半坡姑娘是载歌载舞欢呼的姿态，代表
着半坡先人团结奋进的生活状态。

半坡姑娘“坡坡”表情包系列目
前还在试用阶段，深受青少年、大学
生群体的青睐，起到了良好的文化传
播功能。

“陶器时代”系列文创产品
6000 年前的半坡先民掌握了精

湛的制陶技术，制作出各种精美的陶
器，其中彩陶最具代表性，典型文物
包括：人面鱼纹盆、鹿纹彩陶盆、尖
底瓶等。“陶器时代”系列文创产品
以半坡彩陶为元素，以黑白装饰画
为主要表现形式，以表情化的陶器
纹饰或器皿组合体现主题，与陶器
上各式各样的纹饰相辅相成。其中，
拟人化表情的应用具有追求醒目、
新奇、酷炫等效果特点，产品类型包
括 polo 衫、T 恤、充电笔记本、卫衣、
遮阳帽、口罩、滑板、袜子、帆布包
等，满足了时下年轻人追求活力、张
扬、时尚的心理需求，并给人以治愈
感。同时，整组设计与日常休闲、运
动系穿搭相结合，打造以“陶器时
代”为名的潮牌系列。其中，入围第二届文化创意产品推介
活动终评的时尚半坡酷袜系列，就是以半坡纹饰为元素设
计而成的产品。

半坡文创的亮点工作
为弘扬半坡文化而举办的博物

馆之夜“渔·猎”半坡文化服饰创意设
计展是半坡博物馆近年来的一项亮
点工作。这场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展示
方式，是博物馆与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暨时装艺术学院合作举办，以半坡原
始服饰为主要内容，结合时尚T台秀
进行舞台展示的形式呈现。活动从最
初筹备到最终落地，历时一年有余。

时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先是对半
坡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了解，力求充分
挖掘半坡文化元素融入服装设计中，并
结合自己的创意与经验制作服装，最终
创作出了近百款服饰，风格各异，用现
代服装设计语言阐释半坡文化的特色。

时装展示活动引发了业内专家
和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关注，数家陕西
省内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整场时装展
示分为十几个主题，模特们T台走秀，
将半坡服饰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崭新的活动

形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加，推动了半坡博物馆文创事业
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博物馆文创应与时尚接轨，满足观众的
多元文化需求。 （执笔：熊燕）

淄博不只有烧烤 五一假期博物馆在行动

2022百强文创单位展示

观众参观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

淄博市博物馆志愿服务

齐文化博物院文创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