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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中，山东片区共有 65 个县
（区） 列 入 分 县 名 单 ， 涉 及 山 东 省 62 个 县
（区）、河北省 1个县、江苏省 2个县 （区）。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有效推动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建设，按照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
技创新规划》《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
编制要求 （2023）》 等文件，在国家文物局指
导下，山东省文物局联合河北省文物局、江苏
省文物局共同编制了 《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近日，
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该《规划》。

《规划》以山东片区范围内反映山东抗日根
据地主题的 486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2 家革
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及可移动革命文物为主
体，兼顾反映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主题的 4
处其他不可移动抗战文物和 3 家博物馆、纪念
馆，对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指导思
想、目标要求、总体布局、连片保护、整体展
示、融合发展、保障措施做出系统谋划和科学
安排。

《规划》提出，到2035年，山东片区革命文
物实现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全面形成大保护
格局，利用能力全面提升，革命文化传播力影
响力显著提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更加协调
统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规划》 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全面摸清家
底。历时一年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
东首次全省性、系统性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调
查工作，全面摸清摸准了全省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资源底数和保存现状。在试点调查的基础
上，探索制定了调查标准、技术路线，通过查
阅资料、访谈、记录、拍照、测量、航拍等技
术手段展开实地调查，获得翔实、全面、准确
的调查资料，为规划编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
础。二是全面梳理史实。聚焦山东片区抗日战
争时期的革命史实，分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经
历的开辟初创、巩固发展、艰苦斗争、实施反
攻四个阶段的革命历史，总结出“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战略落实地，全民抗战集中体现
地，抗日战争重要支撑保障地，向北发展、向
南防御战略枢纽地，沂蒙精神核心发源地，抗
战文化集中传播地六大片区主题。在深入研究
山东片区革命事件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

“五片规划分区”“七个重点县”“八条革命文化
线路”“多个标识点”构成的总体空间布局。三
是突出连片保护与整体展示。以山东片区范围
内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会议遗址、重大机
构旧址、重要人物旧居为重点，科学研究预防
性保护、文物本体修缮、保存环境治理、数字
化保护等连片保护项目和革命文化主题游径、
展示水平提升、发挥综合服务功能等整体展示
项目。四是强化融合发展。紧密对接国家战略
和地方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立足相关资源
禀赋及区位条件，统筹提出“革命文物+”的实
施路径和方法，推动片区建设与乡村振兴、国

家文化公园、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战略融合发
展，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将红色基因融于社会、经济、民生发
展，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
亮点。

下一步，山东、河北、江苏文物主管部门
将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要求，按照革命文物工
作特点和规律，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标准，分
类管理、精准施策，推动地方充实保护力量、
加大投入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健全片区建设
合作机制，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以及宣传、发
改、财政、文旅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加强
规划、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细化工作方
案与责任分工，积极落实配套措施、工作经费
等，强化绩效评测，确保实现 《规划》 确定的
各项目标和任务。 （鲁文）

陈毅诗云：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东井冈”也就
是东固山。东固地处于赣中南五县交界
处，这是一块由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
红色土地，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创建了
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
境内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和赣
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起，构成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三大基石，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取得了第一、第
二、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成为毛
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毛泽
东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与“朱德毛泽
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根据地并列，
称赞东固山为“第二个井冈山”，陈毅誉之
为“东井冈”。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西南，以今吉
安市青原区为中心，前后达八年之久，经
历了创建、巩固、发展、后期斗争四个时
期。1927 年 9 月，共产党员赖经邦受党组
织委派，回到家乡东固，秘密发展党的组
织，恢复工农政权，组建地方武装，进行革
命斗争，至 1928年 4月，东固革命根据地
初步形成，核心区域面积 2000 多平方公
里，人口 20多万。随着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第二、四团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成立后，游
击于赣西南广大区域，波浪式推进，以星
火燎原之势发展壮大，根据地及紧密联系
区域、游击区域扩大至近万平方公里，人
口上百万。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朱毛红军转战赣
南闽西的胜利出发点。1929 年 2 月，毛泽
东、朱德率领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
主力一路艰苦转战到达江西龙岗，李文林
闻讯带了一个连特地从兴国莲塘坪赶来
迎接，并自告奋勇当“向导”，陪同朱、毛红
军前往东固。当朱、毛红军在李文林的引
导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时，这里的村村寨
寨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家家户户打扫得
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自的房东
家，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安置。这
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
朱、毛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
他们御寒。自从1月4日离开井冈山以来，
红四军且战且走，一直没有得到较充裕的
休息和补充，已是疲惫不堪了，忽然来到
这么个“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
官兵们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2 月 22 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与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在东固螺坑石
古丘河坝上举行了两军胜利会师大会，
3000多军民参加。会上，李文林致欢迎
词；毛泽东发表讲话：“东固山很好，是
第二个井冈山。将来东固山和井冈山最
终一定会联结起来，最后一定可以解放
全中国。”会后，红二、四团赠送 4000
元银洋和大批子弹给红四军；红四军也
赠送了4挺机枪和1门迫击炮给红二、四
团，留下了毛泽覃等一批有经验的干部
加强东固根据地工作。在此前后，毛泽
东充分地表达了红四军领导成员对李文
林等人的高度赞誉，而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对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经验的
研究和总结，红四军前委领导成员的思
想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乃决定抛弃固定

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
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
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后
来名扬中外的“游击战争十六字决”的
雏形。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其独具的特点：一
是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相结合，
武装斗争和红军是公开的，党组织的活动
是秘密的，革命政权也以农协的形式秘密
存在，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接近总暴动之
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二是以农军为基
础同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相结合的方
式创建革命武装，走了一条创建革命武装

“统一战线”的路子，这是东固革命根据地
的一个创举；三是实行飘忽不定的游击战
术，东固革命武装充分利用山地、农村优
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人“打
圈子”，他们的足迹遍及根据地及周围 20
多个县，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四是经济建设特
有的经营形式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东
固平民银行的创建，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
融史，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中华商
业贸易的组织的先导，各乡创办列宁小
学，在成人中开展学文化和夜校识字班，
文艺演出等娱乐活动得到普及，东固老百
姓的文化教育学习被朱德称为“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学习运动”。

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成
就极为赞赏，在两个月后给湘赣边界特委

的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是另一
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
我们的……，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
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
有……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

解放后，毛泽东曾深情说过：我毕生
难忘的三个地方，一是井冈山，二是东固，
三是延安。实践证明，东固革命根据地在
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东
固革命根据地是红四军转战赣南的重要
落脚点和转折点；东固革命根据地为探索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
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东固革命根据
地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留下了毛泽东、
朱德、陈毅、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旧居旧址 110多处，虽历经近百年的风
风雨雨，依然保存较完好，他们仍矗立在
当年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大地上，彰显着
昔日的壮阔与荣光。2009 年 5 月，东固革
命根据地被中央宣传部公布为第四批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承井冈山星
星之火，下联中央苏区燎原之势，东固革
命根据地充分发挥自身红色资源特点，在
重要节点开展纪念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
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每年吸引了数以万
计的参观者前来缅怀革命先烈，追忆永续
红色历史。

篆刻，是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在数千年悠
悠历史长河中，既彰于庙堂，亦显于民间，是镌刻
在中华艺术文脉上的古老印记。中国篆刻艺术历
史悠久，方寸之间显华章。3月11日，伴随16位嘉
宾双手持印共同在长卷上钤按印章 ，2024“印
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活动”在中华世纪
坛启幕。

该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工作办公室指导，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
金会、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华世
纪坛艺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主办。

北京歌华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艺术总监
李丹阳表示，2024“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
刻活动”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关内
容为素材，以篆刻艺术为形式，通过凝练的篆刻
语言，脉络化展现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与时代画
卷，生动讲述北京中轴线故事，展现老北京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古都特色。在5月下旬至8月中旬，

将推出“印享·中轴故事”大众篆刻走入北京市少
年宫、“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
开幕式、“印记·北京中轴线”颁奖仪式三大主题
活动。活动内容涵盖中国印文化讲解、篆刻技艺
体验、印章打卡、地铁快闪展等多种形式，鼓励大
众积极参与体验。

启动仪式上，丰富的文化节目立体诠释北京
中轴线的壮美秩序内涵，暮鼓晨钟敲击出北京
时间；舞蹈与中轴内容互动展现“礼乐交融”
的新时代力量；歌曲《这里是北京》的青年艺
术家们，化身时间旅人，用歌声把四九城里的
温暖带到了会场。

当天，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钟鼓
楼……15个遗产点构成的展区由南向北铺展开
来，象征着北京中轴线象天法地、中正和合、礼乐
交融的精神，每个展位内均设有精美印章打卡体
验区，整套 15枚印章由组委会特邀中央美术学
院设计师设计。观众们手持中轴线“护照”，在沉

浸式体验各遗产点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为自己
此次“中轴之旅”留念。

据悉，北京中轴线官方印章及护照将在中轴
线部分遗产点景区、北京地铁 8号线站点、北京
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中华世纪坛面向全
民开展打卡活动，开启更多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保护的参与者、传播者的打卡中轴集章之旅。

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的杰
出范例，是中华文明的完美载体，中国传统城市
规划与建筑设计手法，赋予北京中轴线气势恢
宏、秩序井然的整体空间形态，营造出富于韵律
变化、礼乐交融的空间体验。建筑是凝动的音乐，
中轴线上建筑韵律的变化，犹如抑扬顿挫的音
符，点线起伏，更是呈现出典雅的韵律之美。

“近年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得到前所未
有的保护和发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
新大赛等多项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北京中轴线主
题书店、主题邮局等融入百姓生活。《最美中轴
线》《登场了，北京中轴线》等电视节目引起热议，
公众参与成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
亮点。”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
室参事于平表示，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生生不息”
的轴，随着北京城市发展而不断完善、演变，以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
护复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大众充分
发挥特长，通过2024“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
篆刻活动”化古老为时尚，创作出彰显时代气韵
的优秀作品，积极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通过各种形式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凝聚
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画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
护的最大同心圆。

中国篆刻艺术是由中国古代印章镌刻技艺
发展而来的，是以石材为载体、以汉字为主要表
现对象的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一枚印章在方寸之间，包含着文学、历
史学、哲学、美学、文字学、文献学等，也涉及书
法、篆刻技法以及材料学等，既代表着信誉，也体
现着审美。2009年，中国篆刻艺术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原院长骆芃芃表示，“很
少有一种艺术能够像篆刻一样，带给我们骨子里
如此强烈的文化自信，文脉接力传承生生不息，
入古出新，创新发展，是艺术生活的永恒，也是时
代发展的动力。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篆刻艺术
将更广泛地走入大众生活。”

近年来，北京市少年宫不仅在培养青少年兴

趣爱好、发展特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也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和浸润
系列活动。北京市少年宫副主任张京华表示，“大
众篆刻活动”与少年宫的职能高度契合，可以让
更多的孩子参与活动当中，通过印文化讲解和篆
刻艺术公开课让他们了解篆刻的使用价值和艺
术价值，从认知发展到学习并喜爱，进而去创作
展现中轴之美，在体会中国传统技艺魅力的同
时，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了进一步挖掘中
轴线文化故事，在印面和词条的设计基础上，还
增加了印的边款设计。”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研究员李建平表示，用简洁的语言设计展现中轴
线文化特点，通过历史的再现可以让中轴线文化
遗产保护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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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东井冈 会师天下壮
——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

钟平

平民银行旧址

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基本陈列

抗日山烈士陵园（江苏连云港）

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山东枣庄）

用篆刻艺术讲述中轴线文化故事
2024“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活动”启幕

本报记者 肖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