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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如初——东北抗联故事专题展”
生动再现民族危亡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东北抗日联军以挑战人类生存极限和
苦斗不已、坚不可摧的意志与日本侵略者殊
死搏斗 14年的历史，大力宣传东北抗联精
神。展览共分为“一针一线绣红旗”“山山金
达莱 村村烈士碑”“理想之花永不凋零”“满
天星斗话少年”“我带你们绕圈圈”“我的信
仰和我的鲜血一样”6 个主体展区。以史实
为根据，见人见事精神。在“东北抗联史研
究”“革命文物研究”“展览体例研究”等方面
体现最新科研成果。

东北抗联史研究成果方面

首次在展览中运用中央宣传部最新发
布的东北抗联精神表述，即“忠诚于党的坚
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同时，坚持“小切口”诠释“大道
理”的原则，内容表达由浅入深，每个展区通
过重点讲述一个典型故事，进而再现东北抗
联史，诠释东北抗联精神。

“一针一线绣红旗”展区，以重点文物
“南满游击队队旗”为切入点，讲述游击队成
立时缝制队旗的故事，同时融入红石砬子抗
日根据地最新考古挖掘成果，凸显吉林省作
为东北抗联创建地的光荣历史。

“山山金达莱 村村烈士碑”展区，以烈
士殉难地及纪念设施为切入点，讲述共产
党员金顺姬为掩护群众、保守党的秘密，不
顾自己身怀有孕，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毅
然赴死的故事，展现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
风起云涌。

“理想之花永不凋零”展区，以重点文物
“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的花
瓶”为切入点，讲述花瓶的主人周建华夫妇
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的故事，表现抗日战争
时期地下斗争的极端残酷和重要作用。

“满天星斗话少年”展区，以重点文物
“铁血少年营使用过的单刀”为切入点，讲述
东北抗联小战士们机智、勇敢、无畏的感人
故事，再现14年铁血抗战中，关东三代人扛
起的责任使命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我带你们绕圈圈”展区，以重点文物
“日伪军围攻东北抗联杨靖宇部作战图”为
切入点，讲述杨靖宇将军在岔沟地区突围作
战中沉着冷静、机动灵活的作战过程，展现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面对敌人无畏无惧、奋战
到底的决心。

“我的信仰和我的鲜血一样”展区，以展
现东北抗联艰苦生活的文物为切入点，讲述
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对党忠诚、心
系战士的故事，再现东北抗联艰辛的斗争岁
月，展现将士们坚定的抗战信念。

6个展区浓缩展示了东北抗联史，特别
是吉林地区抗战史。6 个故事从空间范围、
时间范畴上对历史进行了高度凝练和还原。

革命文物研究方面

以革命文物为切入点，解析文物的同时
讲述历史事件，使革命文物成为历史最有力
的证明。“南满游击队队旗”“中共吉林特支
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的花瓶”“铁血少年
营使用过的单刀”“日伪军围攻东北抗联杨
靖宇部使用的作战图”等集中展示，文物、故
事、历史紧密相关，相得益彰，充分发挥革命
文物的“教育与滋养”价值。

“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
的花瓶”：1933 年初，中共吉林特支为接待
上级领导来南满工作，保存传递党的文件，
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 7号周建华家建
立了秘密交通站——第二交通站。周建华
担任站长，该站成为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
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周建华负责
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和宣传品，并多次
接待和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等党的高级
干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仲云
等都曾到过交通站。为了应对敌人的搜查，
周建华夫妻经常将党的文件装在花瓶里，
插上鲜花，以掩人耳目。1963 年，闫庆莲将
花瓶和周建华在交通站使用过的物品捐赠
给博物馆收藏。

“铁血少年营使用过的单刀”：1933 年

10 月，依据共青团中央的号召和团省委的
提议，杨靖宇将军根据南满抗日战场的实
际，决定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
师中设立少年营，并为其取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铁血少年营”。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手拿大
刀、扎枪，跟随大部队驰骋在高山峻岭、林海
雪原。这把单刀就是少年营创建时期仅有的
两把单刀之一。后来由于作战转移，单刀被
埋藏于磐石县朝阳乡二道沟。1964年，当地
农民开荒翻地时发现了该刀，后交给博物馆
收藏。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已
发现 3000 多处东北抗联相关遗迹，是国内
目前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北抗联遗
址群。展览首次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八十
年代、2019 年至 2022 年红石砬子抗日根据
地考古挖掘的武器装备、生产工具、生活用
品等文物进行集中展示，充分印证了红石砬
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群是集武装斗争、生活、
生产于一体的抗日根据地。

烈士殉难地及纪念设施是革命遗址旧
址最重要的分类之一，以最庄严的形式，记
录历史、缅怀英烈、警醒后人。展览首次对 4
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展出，
包括“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将军
墓”“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
挥陈翰章将军墓”“和龙县药水洞村妇女主
任金顺姬烈士墓”“渔浪村十三勇士纪念
碑”，将观众难得一去的东北抗联遗迹“搬
入”展厅，搭起陈列展览与红色旅游之间的
桥梁。

展览体例研究方面

从图文版面到场景表达。展览立足东北
抗联史研究、革命文物资源运用，结合时代
需求，注重把宏大叙事与细节呈现、场景再
现结合起来，做到科学、准确。适当突破传统
图文版面的展览模式，以6个相对独立的场
景式展区作为展出形式。将歌舞剧、话剧、黑
白光影等表现手法融入展览中，多样化讲述
东北抗联故事。

以图文版面客观描述历史过程，以文物
印证史实，是革命题材展览不能缺少的重要
史料支撑。同时，结合重点文物、重要历史事
件，通过场景进行叙事，能够突出强调重点
史实，也更利于观众的认可和接受。

从学术研究到展览语言的运用。近年
来，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在
东北抗联史研究、革命文物研究，特别是对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并充分应用于展览当中。同时，在
语言表达上，更加注重展览语言与学术语言
的差异性，更注重以诗歌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

“山山金达莱 村村烈士碑”展区说明：
一位母亲，一种选择。领导斗争，她冲锋

在前，果敢刚毅；面对敌人，她挺身而出，决
然赴死。当抗日战争的烽火遍燃中华大地，
她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当群众为掩护怀有身
孕的她而遭受毒打，她高喊着“我就是共产
党员”，将最爱的乡亲护于身后。朵朵花开，
是对英雄最艳丽的表白；座座丰碑，是对先
烈最崇高的敬意。

“理想之花永不凋零”展区说明：
一只花瓶，一段隐秘。它是结婚纪念物，

见证着他与她的爱情故事；它是文件隐藏
品，铭刻着生与死的谍战岁月。地下斗争，是
一场极端残酷、异常冰冷的战役，是一场选
择了就不能后退的进攻。他牺牲了，而作为
妻子的她却仍然每天在花瓶里插满鲜花，因
为他曾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
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之花。

说明文字中充满了浓烈的情感表达，体
现故事梗概的同时，高度概括了展区标题所
表达的情感内涵。

从静态文物到动态视频。“让文物说话”
“讲革命故事”，多年来，吉林省博物院（东北
抗日联军纪念馆）在深化学术研究的基础
上，与吉林电视台合作拍摄革命文物视频短
片，以2-3分钟文物自述的形式还原历史故
事。将文物、文物说明、视频讲解在展览中同
时应用，使革命文物的表达方式更加多样，
使观众的直观品读和情感共融有层次递进。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雄部队，是团结东北各民族、各界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坚。在1931年

到1945年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将士，克服艰难困苦，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

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由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策划，并将推出“誓言如初——

东北抗联故事专题展”，力求做到“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提升代入

感、沉浸感、真实感，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以“场景化呈现、故事化表

达”的独特视角和新颖形式，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钱进 刘朝钊

有机融合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

通过对展览大纲的深入挖掘与整合,提炼内容元
素，将内容设计与陈列艺术设计有机结合。合理规划空
间布局，舒展错落，严谨细致，整体设计把握政治性，凸
显思想性，秉持艺术性。

展览以浅灰色系作为主色调，保证展览庄严肃
穆主氛围的同时，色彩也偏重明亮，使展览不显沉
闷，避免视觉混杂。而对于重要文字选用红色、铜色
等，更加突出重点展示内容，如展览主标题、东北抗
联精神、主要版文等，更加凸显红色展览的主题性。
展览序厅以展开的书籍为设计元素，进一步诠释展
览的故事性。绘画等辅助展项采取雕刻镂空工艺、黑
白光影等多种新颖形式，既能还原历史史实，又不喧
宾夺主，同时极大发挥艺术效果，营造最佳的视觉和
心理效应。

突出体现代入感、沉浸感、真实感

6个主展区之间柔和过渡且不跳脱，相对独立又
别具风格。通过恢宏大气的色调、多种形式的设计手段、
符合历史时期的展览基调，营造极具时代感的整体氛
围。不同场景充分体现展示内容，层次清晰。场景大小、
景深、色彩等方面调度合理，错落而有节律，独立且能贯
通。动线依展示内容逐次延伸，自然顺畅。

为最大程度利用展示空间，采取主展线与辅助展线
并行的方式，主展线以文物、历史照片、版文为主，辅助
展线放置雕塑、场景、多媒体展项，以此作为陈列方式的
节奏变化和陈列亮点营造的基础。展览局部复原了“中
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魏拯民密营”等，使展览的地
域性特征更加明显，高度还原了历史面貌，充分表达了
展示内容。在文物视频和互动展项，观众通过扫描二维
码即可观看、应用，增添了展览的现代化气息。

着力提升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

展览的设计重心主要体现在创意展项上，通过深
入研究展览文本，体味东北抗联精神的实质，打造出富
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氛围渲染感的效果，如“我带你们
绕圈圈”展区的地面巨幅地图，“我的信仰和我的鲜血
一样”展区的微缩泥塑等。同一展项中融合多种表现手
法，通过场景复原、艺术品、互动展项、嵌入式文物展品
等，力求最大程度地增强共情。

同时，以图文版面、艺术创作、声光电、现场表演等
形式高度还原东北抗联故事、革命文物故事，达到传承
革命精神、镌刻红色烙印的效果。

内容设计特色—— 形式设计特色——

注重分众教育。为满足不同层面、不同年龄观众的
参观需求，策展人员注重将分众化教育理念贯穿于展
览设计全过程。如为中小学生设立“满天星斗话少年”
展区，展区故事性更强，语言表达深入浅出；为专家学
者设立“我带你们绕圈圈”展区，体现最新文物研究成
果，学术科研性更加浓厚。从不同视角的切入，满足受
众的不同需求，减少“说教式”宣传，“灌输式”推广，打
造“博物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让不同年龄
段的观众较为轻松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切实发挥革
命文物的育人作用。

更新社教课程。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弘扬伟大的东北抗
联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
神血脉。面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
开展系列主题党日宣教活动。同时，针对青少年团体，
开发“红色故事伴我成长”“探秘博物馆”“青山芜草
沃土流芳”等教育课程。

强化讲解接待。秉持“以观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拟定讲解接待方案，常设 8名专业讲解员开展定时讲
解、现场预约讲解，制定观众服务手册及值班制度，标
识引导系统完善。与此同时，通过语音导览，专家和志
愿者接待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观众调查问卷等方式，
接待社会团体及个人。

教育功能发挥——

“誓言如初——东北抗联故事专题展”，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总书记关于“四史”教育、革命

文物工作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展览的公开展出，

将成为吉林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

红色文化，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精气神的重要阵地。

展厅鸟瞰图

第五展区重点文物：日伪军围攻东北抗联杨靖宇部使用的作战图

序厅标题效果图

第二展区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灯箱效果图第一展区局部平面、重点文物
及红石砬子考古挖掘版面及文物布局效果图

第六展区局部及尾厅效果图第四展区局部平面、文物及多媒体布局效果图

第三展区重点
文物：中共吉林
特支第二交通
站隐藏文件用
的花瓶

第四展区重点文物：
铁血少年营使用过的单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