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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坐落于广州市文明路 215号，建于 1906年，是中
山大学校徽上的建筑原型。钟楼前半部分为两层，首层为
方形窗，二层拱劵窗，窗户宽大敞亮，两层之间有木楼梯相
连。后半部分为一层，原为学校礼堂，净空高而宽敞。整座
楼为砖木结构，其外貌似“山”字形，是典型的清末民国建
筑风格。红楼即明远楼，建于 1684年，为木结构两层楼阁
式建筑，歇山式屋顶，门窗、立柱、回廊皆为红色，是清代广
东贡院现存唯一的建筑，也是典型的中式古建筑。它是广
东贡院的最高建筑。钟楼是在贡院旧址上建起的新式学堂
办公楼，见证了广东近代高等教育的变迁。

广州鲁迅纪念馆馆址所在地曾是清代广东籍官员的
摇篮、国共首次合作的实践地、大革命时期广东重要革命
活动聚集地、广东近代高等教育变革的见证地、广东现代
文学史的高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文化巨擘，
孙中山、廖仲恺、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王尽美、
谭平山、林伯渠等国共重要领导人，鲁迅、郭沫若、茅盾、郁

达夫等现代文学巨子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因此，广州
鲁迅纪念馆的文物文化资源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收藏、
保存鲁迅遗物，宣传鲁迅精神；宣传国共合作革命精神；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日常维护。对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广东贡
院明远楼进行日常巡查，及时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最新状
况。与属地街道、行政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助街道完成以
广东贡院明远楼为重要节点的社区人文改造提升工作。二
是推进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工作，包括国民
党一大旧址远程白蚁实时监测预警项目和启动中国国民
党一大旧址庭院排水改造工程。2023年，在对国民党一大
旧址庭院进行环境改造的同时，利用国民党一大旧址东、
南两侧围墙旁边的原有电缆沟进行改造，增加排水功能，
使革命广场的雨水在进入庭院之前，能够通过排水沟进行
疏导，减少庭院内部的排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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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文物生动地叙述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强调博物馆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博物馆

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与休闲需求日益增多，博物馆、纪念馆不仅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场所，更成为

人们休闲体验的重要场所。广州鲁迅纪念馆隶属于广东省博物馆，所在区域原为清代广东贡院，现管辖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钟楼）和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广东贡院明远楼（红楼）。它是文学类纪念馆，同时也是人物类

纪念馆、革命类纪念馆，在“五个粤博”的引领下，坚持以展览和教育为抓手，以展览带动教育，以教育促进展览，用多样化

的文化视角讲好文物文化故事，打造立体多元的公共文化空间，为观众提供多元化的参观体验。

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让红楼钟楼相辉映

博物馆的展览包括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展览质量是
观众参观体验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丰厚的历史背景和现
存的藏品构成，广州鲁迅纪念馆现设有“钟声：1924——中
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陈
列”“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从红楼到钟楼——广东贡
院和近代教育变革”“九天六夜秋闱苦 一点三方举子梦
——广东贡院号舍基址陈列”四大基本陈列，以及欧阳山和
萧红两个陈列室，复原了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礼堂、鲁迅旧
居、国立中山大学会议室、广东贡院监临官办公场景等。

立体的展览呈现

对于国共合作的呈现。“钟声：1924——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基本陈列，
通过历史图片、文献与实物展品、场景、雕塑等陈展手段，
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
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孙中
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重新
解释了三民主义，实际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敲响了国民革命的钟
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陈列纵向梳理
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历史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历史，以图片展示、情景还原等形式呈现这一段风云激荡
的历史，敲响革命的钟声。为弘扬革命精神，展示革命先
烈们的英勇事迹，近年来深入挖掘旧址所蕴含的革命资
源，先后策划了“风雨同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
共产党与大革命”“理想的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奋
斗在广东的中国共产党人”等临时展览，向观众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历程，宣传革命先驱们的光辉事迹，
弘扬革命文化。

对于鲁迅在广东生活工作的呈现。“在钟楼上——鲁
迅与广东”展现了鲁迅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岁月。展览分
为“人生之路——鲁迅生平掠影”“南下之梦——鲁迅的广
州岁月”“名人之交——鲁迅与广东名人”“青年之谊——
鲁迅与广东木刻青年”和“风子之爱——鲁迅与许广平”五
个部分，在充分挖掘鲁迅与广东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将
鲁迅与广东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展现处在“广东
关系”之中的鲁迅的精神品格，并在这种“广东关系”的参
与、互动当中让观众融入历史，感悟、寻找真实的鲁迅。展
示内容区别于以往“生平重现”式的固化思路，产生以点带
面、以小求大的效果，既体现了广东的地域特色，又凸显了
广州鲁迅纪念馆特质。钟楼的二楼复原了鲁迅在中山大学
任教时期的卧室兼工作室，以及他主持会议的中山大学会
议室。建馆60多年来，纪念馆运用多种形式宣传与纪念鲁
迅。曾与广州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合作拍摄《鲁迅在广州》
等多部专题文献宣传片，组织广东知名画家创作《鲁迅在
广州》连环画，举办有关鲁迅的临时展览。近几年，先后策
划了“那些年，我们遇到的鲁迅”“塑造鲁迅：馆藏鲁迅形象
美术作品展”“鲁迅·徐志摩：呐喊与歌唱的人生”“文学之
桥：鲁迅与粤港澳大湾区进步文学”“‘影迷’鲁迅”“五部电
影：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鲁迅在广州：广州鲁迅纪念
馆馆藏经典连环画原画稿展”等展览，从文学、生活、传播、
影响等不同角度解读鲁迅，宣传鲁迅精神，向观众呈现一
个更加立体的鲁迅。

除此之外，钟楼二楼还设置了萧红陈列室和欧阳山陈
列室。萧红陈列室内的展览“从呼兰河到银河——跋涉者
萧红特写”，展示了萧红一生的传奇经历和文学生涯。萧红
是在鲁迅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著名女作家。鲁迅亲自为她

的代表作《生死场》作序，并资助出版。她的生命之河从呼
兰河开始流淌，最终归宿于广州银河。欧阳山陈列室内“一
座山——欧阳山的文学历程”对欧阳山的文学历程进行了
系统全面的展示。欧阳山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大作家。1927年，欧阳山在国立中山大学成为鲁
迅的学生，鲁迅因而成了他一生的精神导师。欧阳山的文
学活动，经历了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革
命文艺的全过程，并在 1949年后继续勤耕于当代文学的
沃土上。两个陈列室与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相呼应，生动
展现了两位文学作家的生平及与鲁迅的师生情谊。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的基本陈列“从红楼到钟楼——广
东贡院与近代高等教育变革陈列”展示了广东贡院的历史
沿革、从贡院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及科举废除后在贡
院废墟上建起的新式学堂的历史沿革。

多元的展览体验

为了让观众在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有丰富的体验，广州
鲁迅纪念馆秉承“小而精”“小而美”的展览理念，在向观众
普及知识、传递文化的同时，将展品与雕塑、场景、绘画、视
频相结合，直观形象，张弛有度，并且注意挖掘细节，努力
贴近观众生活。

基本陈列的巧思。在“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展览中，
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讲述“大作家的寻常生活”。地面上
铺着鲁迅在广州的足迹手绘图，旁边陈列着他在广州拍照
的场景，空中悬挂着鲁迅在广州去过的老字号招牌，让观
众“穿越”到民国广州的街头，沉浸式了解鲁迅广州时期的
饮食与生活的同时，对当时广州社会民生有一个直观的感
知。在欧阳山陈列室中，陈列着欧阳山用过的沙发、茶几、
书柜、书桌、电脑、书籍等物品，欧阳山用过的录音设备播
放着他之前的话音。观众走进陈列室，仿佛置身欧阳山家
中的客厅和书房，带来视觉和听觉的立体感受。

临时展览的巧思。为了让观众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期共产党人在广东奋斗的故事、共产党人作出的重要贡献
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推动，1月20日举办的“理想的力量：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奋斗在广东的中国共产党人”展览，讲
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奋斗在广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故事。从建立统一战线、掀起工运大潮、点燃农运星
火、开展青年运动、推动妇女解放、筹建革命武装六个方
面，讲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
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彭湃、邓颖超、叶剑英、叶挺等 32
位中国共产党先驱在建立与坚持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
作、领导工人运动、推动农民运动、尝试创建革命武装等方
面的努力与革命功绩。为了能够近距离与观众对话，展览
以人物为主线，通过中共先驱们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向
观众解释了广东何以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成为大革命的
中心，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广东播撒革命火种、掀起
大革命高潮的伟大功绩的历史。

为了加深青少年的理解，展览还附设了10多个“人物
小故事”，如杨匏安廉洁奉公、“车夫老陈”、毛泽东增设图画
课等，扩展了展览内容，增加展览的趣味性。在展览设计上，
从“理想的力量”主题出发，结合现代审美，运用线条动感映
射历史革命活动的澎湃与激情。展览通过运用多种材质和
厚度的结构，打造富有层次的内容立面。展览空间整体规划
合理，内容分布错落有致，并设有一个拼图装置可供观众互
动体验，增强了观展的沉浸感。在辅助展品方面，设立读书
角，结合展览内容，放置一套《红色广东丛书》供观众阅读，
扩展了展览内容，让观众可以了解到更多内容。

丰富展陈，让厚重的历史活起来

广州鲁迅纪念馆围绕展览主题，结合文化和文物资
源，以馆内教育活动和馆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打造
具有广州鲁迅纪念馆品牌特色的教育项目。

教育研学“走出去”。在研学方面做了诸多创新，开创
“广鲁研学”品牌项目。2022年，“广鲁研学”第一期“寻迹名
人 走近鲁迅”研学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中，通过观展、手工
制作、讨论等形式，让学生了解鲁迅在广州的工作生活，寻
访他在南粤的红色印记，传承广东红色基因。2023年，“广
鲁研学”第二期启动，以“木刻版画”为主题，带领团队进一
步了解鲁迅与版画的关系，感受他与第一代版画艺术家之
间的互动。今年，围绕“理想的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奋斗在广东的中国共产党人”展览举办的“寻找理想”城市
徒步和“重走东纵路”两期研学活动，通过精心设计研学课
程，走访红色史迹场馆，带领观众实地寻访中国共产党人
在广东的足迹，实地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

教育服务“走进来”。积极优化讲解服务，不断提升讲解
水平和讲解能力。2023年，在“岭南文化我来讲——首届广
州台湾青年岭南文化讲解员大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称
号。志愿讲解服务一直以来都以成年人讲解服务为主。在原
有志愿者队伍建设基础上，与广州市文德路小学合作，成立
广州鲁迅纪念馆首支少年志愿服务队，以满足不同类型的
观众需求。结合展览和重要节假日等，精心策划活动内容，
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和讲座。结合“鲁迅精神”主题，开
展木刻版画体验活动、橡皮刻章体验活动、“文学中的美术
与美术中的文学——鲁迅的美术观及其文艺实践”讲座、

“广州鲁迅纪念馆馆藏经典连环画《鲁迅在广州》背后的故
事”征集活动、“图像述事——从连环画到绘本”讲座等；结
合节假日主题，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丝印体验活
动、“端午祈福艾草花束”制作体验活动、中秋掐丝珐琅杯垫
制作体验活动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开展“广东贡
院明远楼”打卡、集章、祈福活动、“金榜题名”贡院活动、“天
开文运”拓印活动等。将丰富的文化和文物资源，转化为教
育活动的教学资源，通过教育活动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探索新型馆校合作机制，共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品牌项
目。2023年9月，“请你来当小馆长”活动项目在文德路小学开
学典礼上正式启动，目前已开展两期。活动通过“授课—现场
体验—培训—实践”等方式进行。在成为“小馆长”的过程中，
参与的同学能够感受先辈们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能够忆
苦思甜从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为实现个人梦
想、国家梦想而努力，并且还能进一步了解到广东贡院的历
史文化。通过让大学生“走进来”等方式，与暨南大学、广州
科技职业贸易学院签订馆校合作协议，进一步探讨馆校合
作事项。与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合作，引导
学生参与馆内的讲解等服务，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的重要作用，真正使纪念馆成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打造教育品牌，让公众教育活起来

在文旅融合的新型发展态势下，广州鲁迅纪念馆

将继续多措并举，结合文物文化资源，继续提升展览质

量，持续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活动，持续推动博物馆的

融合发展，探索文物文化的展示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讲好文物故事，打造立体、多元、活力

的公众文化空间，为打造“五个粤博”立体化建设助力，

为广东高质量文化发展赋能。

作者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馆址广州鲁迅纪念馆馆址———钟楼—钟楼 19591959年广州鲁迅纪念馆开放时的大门景观年广州鲁迅纪念馆开放时的大门景观

“理想的力量”展厅

广州鲁迅纪念
馆藏鲁迅用过
的藤箱，上面
有鲁迅亲笔书
写的“L.S"（鲁
迅二字的英文
缩写）字样

“理想的力量”
展览海报

寻迹名人 走进历史——“理想的力量”研学活动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参加“理想的力量——竹编手工体验”活动

“天开文运”拓印活动

“请你来当小馆长”活动

“寻找名人·走近鲁迅”研学活动

““馆长送福馆长送福””活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