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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讲好
伟大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打造
精品陈列，武汉大学师生团
队扎根一线，与英山县文物
事业发展中心紧密合作，围
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段
建设，积极探索革命文物保
护和展示利用新模式，取得
显著成果。

在科学保护中夯实根本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是文物资源不可再生性
的客观要求，也是文物事业
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段位
于陶家河乡，展示区内有红
二十五军军部旧址郁氏祠、
省委扩大会旧址安家老屋、
第七十五师驻地安家新屋、
牛背脊战斗（壕）遗址等多
处重要不可移动文物点。扎
实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开展
展示利用的基础条件。

持续的旧址修缮提供
基础。郁氏祠、安家大屋（安
家老屋、安家新屋）均建于
清代，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古
民居，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
建筑本体需要持续的保护
修缮，周边环境风貌受到一
定影响。2015-2021年，郁氏
祠、安家大屋得到持续全面
的保护修缮。其中，安家大
屋修缮工程于 2017 年 9 月
正式批准立项，2019 年 11
月启动维修，2021年 8月竣
工验收。2023 年，修缮工程
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文物建
筑 保 护 利 用 项 目 。2022-
2023年，为配合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对建筑周边环
境进行了进一步修缮整治。

全面的战壕清理还原
现场。团队联合对陶家河牛
背脊战斗纪念地战壕遗址
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清理。战
斗（壕）遗址地处鄂、豫、皖
三省交界处，大别山南麓的
牛背脊骨山峰上。行政区划
隶属英山县陶家河乡胡家
塆二小组。战壕整体平面呈
弓弧形，部分地段有环形、
凹凸形和凸三角形等。南北
走向略偏东，面积约 560 平
方米。战壕横截面呈梯形沟

渠状。调查清理表明，战壕依山就势挖在山峰上，
穿过表土层，打破砂生土层，直至足以抵挡敌方子
弹且满足有利于阻击敌方保护自己的战壕布局及
规格要求。从地形、战壕布局及双方攻防态势看，
本战壕功能齐全，形成了完备的攻防体系。战壕遗
址的系统清理科学生动还原了战斗场景，为陈列
展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细致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调查征集丰富内涵。
团队还深入陶家河乡及周边多个村庄，通过勘察、
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系统调查搜集红二十五军
及民国年间相关文物、民俗实物及口述史资料。团
队系统梳理了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的系列故事
20多个，搜集了符合1930年代时代特征的一大批
当地民俗实物展品，包括桌椅家具、农具、厨房用
具、制药工具等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征集到
了一批红二十五军留下的珍贵革命文物。包括木
箱一个、手榴弹一枚、手雷一枚、红缨枪一柄、弹壳
一组等。团队还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搜寻
到一批1950年代的英山革命史调查资料。细致的
文物及相关资料调查征集，为陈列展示提供了确
实可信的支撑，丰富鲜活的素材。

在找准定位中突出特色

革命主题的展陈既要严格规范的宏大叙事，
也要细节生动的本地故事。而革命旧址内的主题
陈列展览则更应以本地革命史实为主，立足革命
历史、文物资源、展陈条件，将场景、细节、历史科
学结合，这也是破除“千馆一面”问题的有效途径。
因此，对于展陈的清晰定位尤为关键。

红二十五军革命历史的整体定位是基础。项
目建设过程中，主要依据红二十五军的整体历史
地位、红二十五军征战大别山、陶家河的历史地位
以及相关展示点的历史价值，综合明确展示目标
和定位体系。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定位是根据。红
二十五军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一轴四线”的一线，
湖北段是“四线”中的重要结点、首批示范步道建设
地。英山段是湖北重点建设项目，陶家河长征展示
带主要定位于展示红二十五军成长史。而展示利用
主要依托红历史步道、三处革命旧址及牛背脊骨战
斗（壕）遗址等多处展示点，是核心展示内容。

“集结地”特色定位凝练是重点。项目团队在
研究讨论中不断统一认识，明确特色定位。陶家
河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讲清楚“集结地”的
内涵，讲好“集结地”故事是擦亮陶家河这一红色
地标，做好整体展示的关键之一。陶家河红二十
五军长征集结地将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长征出
发地、南阳方城鏖战独树镇纪念地、湖北郧西“郧
西会议”纪念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永坪镇会
师纪念地等成为整体，全面讲述红二十五军长征
伟大历史。项目团队还凝练了“集结地”的四个方
面内涵，即“充分休整，队伍上完成集结；成长成
熟，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军事上做好准备；开
辟根据地，让鄂豫皖红旗不倒；撤出牛背脊战斗，

促成战略转移”。

在坚守原则中创新理念

革命文物的展示陈列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
既要坚守文物保护的底线，也要坚守展览内容的
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底线。陈列的形式从设计到
制作，也要遵循与旧址及周边环境风格相符、氛围
协调，适度、适用等原则。

英山段的革命文物展示方向强调政治导向，
强调陈列展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
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责任制。展示重点坚持围绕本体，展示内容、展示
方式都围绕和突出文物本体，重点展示与文物、与
本地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等相关内容，并
结合建筑内涵与特点进行适当的延伸拓展。展示
内容确保准确科学，全面梳理相关史料，所有的展
示内容都有充分论证，既还原历史现场，又通过主
题展示实现时空延伸，进一步丰富展示内涵。展示
手段坚守文物保护原则，严格落实相关规范要求。
在不介入文物本体的前提下，设置相关说明牌和
提示警示牌；场景模拟在不影响建筑本体的基础
上设置，确保不影响文物本体安全。

在项目的推进中，团队积极探索将“文化线
路”“场所精神”“遗产化”等相关理论成果落地实
践。首先，突破了将点状“文物”作为中心的传统观
念，从多维视野审视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并将遗
产保护的形态范围从“点”扩大到“线”进而拓展到

“面”即遗产环境。基于“文化线路”实现红二十五
军长征集结地红色遗产的联动和协同，实现遗产
传承和保护的集群效应。其次，探索通过设置一系
列嵌入式的场所精神阐释系统，再现红二十五军
生活战斗的“历史的空间”，建立空间与人的物理
和情感联结，通过一定的互动体验，让空间成为有
意义的“场所”，从而实现展示传播目的。第三，探
索将项目建设过程理解为遗产化推进过程，积极
组织当地专家、居民参与项目建设，构建更加包
容、对话的“遗产化”过程。

在实践层面，团队着重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
在内容上本地化挖掘。主题更加聚焦，从宏观的二
十五军长征史、转战大别山历史，聚焦到红二十五
军“成长史”中长征集结这一时间点，聚焦到本地
长征集结历史。系统梳理本地相关物质、非物质素
材，原生态充实陈列空间。二是在内容呈现上巧妙
融入。突出旧址，突出复原陈列，在陈列中既不影
响旧址历史氛围，又不造成旧址内部展示内涵的
割裂，同时嵌入的内容也保证了展示内涵的丰富。
将系统梳理的故事点有机融入，让旧址空间更鲜
活，更有特色和“场所精神”，通过细节感人。三是
在展示形式上力求生动契合，将版面展示、场景模
拟、艺术装置等在空间、内容上有机融合，综合利
用图文、实物、艺术置景等手段，实现人物、故事、
场景的深度融合，重点营造历史现场感，构建游客
与革命历史场景的跨时空链接，增强游客融入感、
代入感。

在系统谋划中落地见效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段建设中涉及多处革
命旧址，需要展览展示的内容包含多个方面，而对
于革命文物陈列展览，又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
性统一，代入感、沉浸感、真实感提升，表现力、传
播力、影响力增强等多方面要求，都需要从全局角
度，对展览展示的主题、内涵、落地效果等方面进
行全面谋划布局。

总体规划。团队在相关旧址及相关联的空间
环境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手段，设置一系列
展示面、寻访线、教学点、体验区，整体打造陶家河
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的红色时空体验场。通过鲜
明的主题、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叙事、适宜的形式
实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

展示点内涵与效果规划。在展示内容规划上，
提出“1+4+1”展示内容体系，其中第一个“1”为总
体展示“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革命历史展”，主展
标为“先锋铸就”，展示内容侧重红二十五军长征
集结及前后的历史概况、集结故事、光辉足迹，突
出红二十五军顾大局、立大功的总体特质，采取全
景俯瞰的视角。“4”为3处革命旧址中的四个主题
陈列，整体以具身沉浸的视角，打造时空穿越的历
史现场。具体来看，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郁氏祠）
陈列主题为“运筹郁氏祠”，侧重展示红二十五军
军政指挥、运筹帷幄的内容，突出其顺形势、善指
挥的特质。安家老屋设置“举旗定方向——鄂豫皖
省委扩大会旧址陈列”和“铁纪铸铁军——红二十
五军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两个主题展，分别侧重
展示红二十五军党的领导、政治方向和党的纪律
方面的内容，突出听党话、跟党走、严纪律、重执行
等方面的特质。在安家新屋设置红二十五军七十
五师驻地旧址陈列，主题为“雄师百战胜”，侧重展
示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斗争实践和军民生活，突出
红二十五军严格部队建设和军民一家亲等方面的
特质。最后一个“1”是牛背脊骨战斗现场体验区，
定位为亲身体验，结合长征集结历史步道和经过
清理的战壕遗址，直观展示战斗现场，突出红二十
五军会打仗、打硬仗等相关特质。

落地形式规划。红色时空体验场实现展示和
传播效果的关键是遵循遗产阐释和传播相关理
论，设置“点、线、面、区”结合的展示体验窗口，结
合各类要素特点，嵌入相关红色历史展示、模拟复
原、沉浸感受、体验互动等体验形式，实现不同类
型的传播效果。

团队将展示面定位为规范严肃的历史，重点
在总体展览、省委扩大会旧址、军部旧址、七十五
师驻地旧址的版面展示部分和3处旧址模拟复原
部分实现落地。寻访线定位为追寻和传承，重点包
括红二十五军发展成长线、红二十五军长征线、鄂
豫皖省委组织发展线、鄂豫皖省委与中央联系互
动线、七十五师建制沿革和战斗线、牛背脊骨战斗
时空发展线等内容。教学点强调参与和仪式感，主
要在省委扩大会议沉浸式教学点、党员组织生活
区、七十五师驻地旧址户外红色展示区等处落地
实践。体验区定位为互动、鲜活，重点在红二十五
军军事指挥体验、军民生活体验、牛背脊骨战斗体
验等处落地实践。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
万里长征中不畏艰险，用生命与热血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建
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的重大文化建设工
程，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等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湖北省英山县牛背脊骨战斗
遗址的清理保护和展示工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容阐释的
探索提供了生动案例。

陶家河：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

1934年 9月 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移驻湖
北省英山县陶家河，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做好了政治上、思想上、
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在驻扎期间，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开展
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召开省委第四、第五次常委扩大会
议，号召广大军民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继续奋斗，重
建了鄂豫皖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让大别山红旗不倒。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
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开始长征。长征
途中红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艰苦转战
近万里，人数不减反增；在长征途中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战士
平均年龄最年轻、最先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的先导，在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毛主席曾说：

“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牛背脊：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的见证

红二十五军还在牛背脊骨山修建防御工事。1934年 10月
28日，牛背脊骨反“围剿”战打响，战斗期间敌军派出轰炸机对
牛背脊骨进行轰炸，战况激烈。31日晚，面对三路合围与敌强
我弱的战斗态势，鄂豫皖省委决定，为保存红二十五军实力，放
弃陶家河根据地，向北转移。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后，群众将牺牲
的红军英烈埋葬在牛背脊骨战斗遗址南部。牛背脊骨战斗充分
体现了红二十五军惊人战斗能力、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及机动灵
活的战略战术，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前的重要战斗之一。

牛背脊骨战斗遗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及大别山南
麓的牛背脊骨山峰上，地理坐标北纬30°55′51.4″，东经115°54′
47.8″，海拔高度998米。遗址主要可分为战壕遗址、飞机轰炸平
台、红军墓等部分。通过红外滤波测绘和调查，发现战壕遗址共
分三段，主体为牛背脊骨山脊上的战壕，其次为猫儿尖山脊处
的3号战壕与4号战壕。其中牛背脊骨战壕遗址整体平面呈弧
形，部分地段有双重环形、弧形战斗遗址等形制，总体长度约
140米。3号战壕整体呈现弧形，长约 50米，4号战壕呈“一”字
形，长约 10米。战壕宽约 1.5米，深约 0.8米，横截面呈沟渠状，
两侧坡度整体外侧缓于内侧，高度外侧亦高于内侧。飞机轰炸
平台位于遗址南侧，地势低于战壕遗址，为敌军轰炸形成，在牛
背脊骨山脊南部埋有数座无名红军墓。战壕遗址依山就势挖在
山脊上，从地形、战斗遗址布局及双方攻防态势看，战斗遗址功
能有正面阻击（弧形和“一”字型战斗遗址），正反两面阻击（环
形战斗遗址）防腹背受敌，火力交叉无死角阻击（突出三角形战
斗遗址）和重机枪或迫击炮阵地（凹凸战斗遗址）。战斗遗址构

筑布局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攻防体系。
在对战斗遗址进行预防性保护后，如何保存遗址原貌，成了

保护遗址的首要问题。在清理过程中，为保护遗址的自然环境，
对战斗遗址两侧的映山红及松树等进行保留，为兼顾展示效果，
适当减少战斗遗址内部的植被数量。战斗遗址区域内土壤以沙
石混合为主，环境稳定且渗水性好，为维持战斗遗址原貌保护提
供了基础，因此未采取物理、化学手段对遗址进行加固、渗水措
施。但仍需注意极端天气对于战斗遗址的影响，减轻自然环境对
战斗遗址的破坏。在后续的建设和展示开放过程中，如果对战斗
遗址产生破坏，将进行及时的遗址养护和修复工作。

战斗遗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亮点

战斗遗址见证红军非凡历程，是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
史，发扬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对建设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认识战斗遗址的重要性。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开展了红
军战斗遗址的保护工作。如长汀段中，松毛岭战地遗址内完整保
存了当年红军战斗遗迹；抚州段中，通过建立饶家堡战斗遗址公
园，复原战斗遗址和碉堡遗迹，保护红军战斗遗址；靖州段，岩崖
山战场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战斗遗迹，主要分布于山头，形成一个
大的包围圈。红军长征历经大小战役数百次，战斗遗址作为长征
精神最直接、最震撼人心的见证，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
急需加强战斗遗址的发现、研究、保护和展示工作。

加强战斗遗址资源梳理。针对目前红军战斗遗址的发现与
保护情况，在公园建设过程中，首先应重视对遗址调查工作。在
后续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过程中，重点关注内容不应局
限于地面建筑，还应关注、寻找红军在各大战役中修建的军事
防御工事。其次要重视对于各大战斗遗址的预防性保护，根据
战斗遗址的目前保存情况及后续展示的需要，对遗址进行实地
调查、专业测绘、病害评估、植被清理等工作。现存的战斗遗址
多位于交通不便之处，在调查过程中可联合采用多学科研究手
段，走访当地居民，征集相关遗物，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
可以发现更多遗址背后的故事。

发挥战斗遗址的展示作用。在完成战斗遗址现状及价值研
究后，要将战斗遗址的展示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加大
战斗遗址的活化利用力度。在战斗遗址保护方面，应始终坚持保
护为主，以恢复战斗遗址原貌为工作目标。将遗址与革命旧址相
结合，形成长征文化遗址群，以“纪念馆+旧址+遗址”总分展示
场所，凝练总分阐释主题，集中讲述红色历史，赓续红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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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山牛背脊骨战斗遗址
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容阐释

胡义斌 明胜 姜红胜 宋海超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郁氏祠）

革命文物布展设计革命文物调查革命文物布展现场

调查征集可移动文物战壕遗址调查清理革命文物修缮现场

牛背脊骨战斗（壕）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