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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启动了
文物史料征集“红星计划”，征集范围为与雨花英烈相
关的史料及文物。此次巡展展出的一部分文物史料来
自“红星计划”的最新征集成果，系首次公开展出。

1947年，因北平地下情报组织遭破坏，丁行、谢
士炎、赵良璋、孔繁蕤、朱建国被捕入狱，于1948年10
月英勇就义，史称“北平五烈士”。在本次展览的“北
平五烈士”展区，展出了他们在狱中所作的诗和书信
手稿，展现了他们在北平古城从事地下斗争时的赤
胆忠心，以及他们在南京雨花台舍生取义时的大义
凛然。展区通过精心设计，让参观者穿越时空与五位
烈士对话。在展品之中，有一份是几个月前才征集到
的赵良璋烈士的文物史料。

赵良璋自学过音乐创作，全民族抗战期间谱
写过多首抗日主题歌曲。今年 2 月，雨花台烈士纪
念馆第一次征集到发表有赵良璋烈士歌曲的刊物原
件——1942年出版的刊有《雪花飘》曲谱的《青年音
乐》，填补了馆藏空白。

此次展览展出的刊有《雪花飘》曲谱的刊物原
件，被誉为是能够聆听和唱响的文物。在这次巡展开
幕式上，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讲解员现场演唱了抗战
歌曲《雪花飘》。“雪花飘，雪花飘，血流心头像黄河，

报仇雪耻要吃苦，抗战到最后的胜利呀……”这深情
的旋律回荡在北大红楼前，就是从这份征集后首次
展出的文物之中“飘起”的。

巡展展柜里陈列的“红星计划”最新征集到的
1944年 5月 30日的《解放日报》，其头版的新闻记载
了被誉为“惠生堤”的皖中黄丝滩大堤竣工的消息。
吕惠生在抗战期间以皖中行署主任的身份，在战火
硝烟里带领根据地人民建设了黄丝滩大堤。《解放日
报》的新闻首先记述了大堤落成的消息：

“屏障皖中江北七县人民生命财产的长江边黄丝滩
新堤，已于月初落成。计长二千一百三十六丈，约合十三
里，费工一百零三万一千九百五十八个，费时三个多月。”

其后，也记载了吕惠生向劳动模范代表敬酒：
“人民燃放鞭炮庆祝后，吕主任亲向伕工中的劳动
模范朱嗣告敬酒。”详细阐明了根据地军民完成大
堤建设的意义：

新堤已几与江水平行，不再受江水冲击。堤身较以
往任何一次都坚实，因此以后或可不再退建，保持永久
（按：该堤数百年来曾向后退建了十余次），江北数百万
人民，从此可高枕无忧。人民对此事不绝赞扬……

新闻的最后则为后人留下了“惠生堤”的命名史实：
为纪念行署吕主任惠生领导皖中敌后人民奋斗

的功绩，现新堤已定名为“惠生堤”，并立碑永垂纪念。
这份首次公开陈列的报纸，泛黄的纸张之中仍

然清晰的铅字，将历史史实细节呈现给每一位观众。
此外，巡展的展品中还有一份1950年4月3日出

版的《光明日报》原件，它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
院师生响应“红星计划”，今年捐献给雨花台烈士纪
念馆多件文物史料中的一件。报纸里的内容对应了
雨花台最后一位烈士成贻宾的有关史实。成贻宾在
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里被敌人打成重伤，于 1949
年4月19日牺牲，距4月23日南京解放仅有三天。

其头版刊发了有关南京雨花台的新闻——《纪
念“四一”惨案周年 死难烈士在宁安葬二万余人集
会纪念列队送葬》。其中记述了成贻宾等三位牺牲于

“四一”惨案的烈士安葬情况：“今天下午，死难诸烈
士安葬于雨花台，出殡时，二万三千多人在雷雨中列
队送葬。”

“信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巡展北
京站将在北大红楼持续至7月31日。展出期间，还配
合推出“闪光的人生”社教课程、“与雨花英烈跨越时
空的对话”网络原创作品征集、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
宣讲等系列活动。
（本版文图由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提供）

百件文物史料讲述雨花英烈事迹
“信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巡展在北大红楼举行

6 月 30 日上午，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之际，

“信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
迹与精神”巡展在中国共产
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北大红楼）拉开帷幕。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市东
城区五四大街29号，落成于
1918 年，原为北京大学校
部、一院 （文科）、图书馆所
在地。这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历史建筑，是“五四运
动”的重要策源地、北京的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 诞 生 地 ，
对推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
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一”前夕在这里启动“信
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迹
与精神”巡展，是南京市雨
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配合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举
措，也是向党的生日献礼。

此次巡展，是 2023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精品展览巡回展
项目，也是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三年巡展项目，第一站选择“七
一”前夕在北大红楼举办，寓意深刻。因为在众多的雨花英烈
中，有邓中夏、朱克靖、谭寿林、刘雪亮、刘亚生五位英烈是
从北京大学走出的，他们见证了北大红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上的独特地位。特别是邓中夏烈士，他是北大红楼走出的最早
一批共产党员，具有典型性。今年是邓中夏殉难 90 周年，明
年是邓中夏 130 周年诞辰，之所以选择在北大红楼举办此次巡

展，具有特殊意义。
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

的一处集中殉难地。无数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血
洒雨花台。雨花英烈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其中大多数是共
产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身份，其中许多
人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倒在与敌人斗争的
最 前 线 ， 其 中 很 多 人 被 捕 后 经 受 了 严 刑 拷 打 甚 至 生 死 考

验，最后英勇就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闪耀着
伟大民族精神的光芒，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极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

此次展览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基本陈列为基础，重点选择
了与北京密切相关的雨花英烈文物史料，也是首次对在北京地
区从事革命活动的雨花英烈的相关事迹进行集中梳理和展示。
展览以 100 余件文物藏品，200 多幅照片，直观、深刻地展示
了 30 位雨花英烈的事迹。

建党百年“红色百宝”之一邓中夏小学时期的手抄课本

雨花英烈邓中夏是北大红楼走出的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此次展览展出
了邓中夏小学时期的手抄课本，课本长21厘米、宽13厘米。虽然课本边角破
损、纸张发黄，但仍能看得出字体端正隽秀，其中抄写的内容也清晰可见。这一
手抄课本2021年被新华社评选为建党百年“红色百宝”之一，被誉为是一件
蕴含着百年大党“学习基因”的文物。这一展品背后的故事，也有着重要的教
育意义。

邓中夏自幼勤奋好学，以小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进入中学后每门功课
都位列全校前三，得到“减免学费”的待遇，直至考入北京大学。他的少年时
代是在家乡的小山村度过的，即便是在那个信息传播不便的年代，邓中夏的
手抄课本竟然抄录到许多罕见的书籍内容，涵盖许多国家的地理知识，同时
细述了中国疆域、水道、形势、海防等各类知识。在评选时，新华社对此予以
评述：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提升理论修养，强调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骨
子里的“学习基因”，让百年大党与时俱进、愈显年轻。

少年邓中夏的手抄课本无疑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邓中夏读书不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

而是涉猎广泛、胸怀世界。
在课本中，邓中夏标注各个章节，并分类归纳各部分内容，对其中出现

的错别字也一一在空白处修改。如此严谨的习惯，无疑为他在革命时期创办
《劳动者》周刊、创建工人夜校打下坚实基础。

邓中夏牺牲后，课本一直由邓中夏的养母保存，之后她将其交给了邓中
夏的妻子夏明。1954年，夏明又将其赠送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后被评为馆
藏一级文物。

北大红楼是雨花英烈邓中夏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今天，他的事迹和
精神随着展品重回母校，让开展当天来参观的北京大学学生喻伟感受深刻，
他动情地表示：“透过邓中夏同志的手抄课本，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他，那时
候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遒劲有力的字体，写出了一身正气，
那文字承载着爱国的情怀，承载着思想的伟力。文物虽无声，但透过岁月的
洗礼，其承载的精神不朽。透过这件文物，仿佛与英雄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
的对视。”

《雨花祭——献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曲谱的故事

在这次巡展的展厅中，一件尤其引人注目的展品，是“七一勋章”获得
者、雨花英烈吕惠生之子吕其明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谱写的，有着 15个乐
章、长达60分钟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曲谱手稿。

关于这份手稿的诞生，吕其明在回忆文章《我的晚年创作生涯》一文中
记述了它的缘起——

1998年11月，我家来了三位客人，他们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的
领导和工作人员。我的父亲吕惠生就是在南京牺牲的，并在雨花台有陈列专
柜介绍。他们邀请我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写背景音乐。我没有细想，对三位
客人说：“我是烈士的后代，为烈士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义不容辞，一定把
它写好。分文不取。”当客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希望再到雨花台烈士
纪念馆瞻仰学习。我又与纪念馆约法三章：第一，以普通文艺工作者、烈士后
代的身份去学习，因为我当时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我不要他们对等接待；第二，不住高级宾馆，不参加宴请活动；第三，不接受
媒体采访，不旅游，只瞻仰中山陵。

1999年1月，我在南京一个部队招待所里住下来，每天步行5分钟，走到
雨花台。雨花台一开门，我就跟随观众进入，体验着普通观众的心情，思考应
该创作怎样的音乐。同时，我阅读大量烈士的英雄事迹……

据后来采访吕其明的记者记述，他在雨花台采风之后，每天早上五六点
钟即伏案创作，晚上八九点钟尚未停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年以后，
一部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雨花祭》终于诞生了。

《雨花祭——献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曲谱创作完成后，这动人的
故事并没有结束。吕其明回忆，当时请上海交响乐团帮助演奏、录音，随后又
有一段让人感动的细节留在他的脑海里——

乐团全年的演出都排满了，只是7月有两天休息时间，他们就安排在这
两天。考虑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不富裕，我打预算时只算了6万元给上海交
响乐团。100多人的乐队，大家节约交通、吃饭等开销，只花了2万元，剩余的
4万元捐给纪念馆。当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领导接到这笔费用和录制好的音碟
时，非常感动，给上海市领导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一句是：“感谢党组织培
养了这样优秀的音乐工作者。”

1999年10月，曲谱在雨花台开始展出。吕其明应邀前来参观，他看到曲谱
前的说明文字上写着：“吕其明同志系吕惠生烈士的长子。”随后，他又抬头看
着父亲吕惠生烈士的遗像，热泪盈眶地感慨道：“父亲在天有灵，会很欣慰。”

1950年4月3日出版的《光明日报》邓中夏小学时期的手抄课本1942年出版的刊有《雪花飘》曲谱的《青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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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红星计划”最新征集成果展示

观众参观展览

北京大学走出的五位雨花英烈

“闪光的人生”社教课程

“信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巡展北京站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曲谱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