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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这是百年前汉口繁
盛的生动写照，沿着江水奔流的方向，100多座百年老建筑鳞次
栉比排布在沿江一线。而今，老建筑修旧如旧，老街区蝶变焕
新，掩映于汉口历史风貌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
于汉口历史风貌区的核心区域，紧邻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黎黄
陂路，每天面对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观众，静静诉说着武汉这
座英雄城市的过往风云，见证着新时代武汉人民的踔厉奋发。

红墙赤瓦、英雄地标。风雷激荡，江潮陡转。大革命后期，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推进至长江
流域，大革命中心移师武汉，1927年 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
海迁至武汉，选址在原汉口四民街61号、62号，这里是大革命
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秘书厅办公的地方，“61
号”成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的代名词。彼时的江城，群英汇聚，
风云蒸腾，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开展国共合作，领导反帝反封
的革命斗争，召开中共五大、八七会议，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
和秋收起义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国
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胜
利和失败交替、高潮和低潮跌宕、顺境和逆境接踵间，以毛泽
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汉淬
炼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化解了大
革命失败的重大危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和独立。

“61号”见证了早期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被誉为“1927年的中南海”，是全国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
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2016年9月，武汉中
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开放。

武汉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城市，中共中央在武汉这段历史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纪念馆根植“61号”历史内
涵，立足阵地革命文物资源，精心提炼“理想信念、家国情怀、
斗争精神”等主题，积极践行“阵地+社会”开门办馆、“文博+
文艺”多元融合理念，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物研究、志愿
服务、媒体传播等职能多向发力，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讲好中
共中央在武汉的故事，讲好英雄城市英雄人民的故事，深入而
生动地传承红色基因，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打造“61号”系列
IP，创建了“‘61号’研学营”“‘61号’小红伢”“‘61号’志愿红”，
以及“行走的大思政课”“我们的节日”等多个品牌。策划了“理
想与忠贞——革命伉俪在武汉”“不爱红装爱武装——纪念武
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成立纪念展”“灯塔照耀中国——
中共中央驻地联展（1921—1949）”等20余个精品原创展览。每
年举办、引进、输出展览10余个，开展特色化、品牌化展教活动

50余场，年均覆盖观众近300万人次。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是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中央企业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关成果荣获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以革命
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精品项目，全国文物好新闻奖，湖北
省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精品奖等，已成为全国开展党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常展常新 彰显时代精神

纪念馆依托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和毗邻的唐生智公
馆、怡和洋行公寓三栋历史建筑建立，占地面积249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不足4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以中共中
央在武汉为切入点，设立1个基本陈列、31个复原陈列展厅和2
个临展厅，展示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在武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
革命斗争以及作出的一系列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决策。

“中共中央在武汉”基本陈列依托唐生智公馆设立，以
1926年 9月至 1927年 10月党中央在武汉作出的一系列重大
决策为主线，用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文献、档案、油画、雕
塑、场景复原等综合展示手段，从“革命中心北移与中共中央
迁汉”“大革命局部失败与中共五大”“革命危机加深与中共应
对危机的努力”“大革命全面失败与八七会议召开”和“土地革
命战争兴起和中共中央离汉”等五个部分反映党在大革命时
期的艰辛探索，以及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
一历史性转折中的艰难抉择，生动阐释了我党从幼年走向成
熟和独立，在危机中孕育新机的命运抉择和史诗篇章。

复原陈列依托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设立，恢复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中共中央秘书厅办公室，陈独秀、
蔡和森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室及卧室共31处中共中央机关
原貌，再现中共中央在武汉奋斗的峥嵘岁月。

纪念馆在建馆之初仅有一处面积不足 300平方米的临展
厅。要想克服场地限制，就要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创新展览
区域，深挖文物内涵，让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喜闻乐见的
形式走向社会大众，历史映照现实，感召时代新人。想方
设法做到处处沉浸、时时沉浸，移步易景，常展常新，全面
提升观众观展体验，意在把观众“请进来”更能“留下来”，
离开后“还想来”。近年来，纪念馆以“小切口”诠释“大主
题”，策划出 20余个精品原创临时展览，在全国各省市巡展达
200余次，获得观众的高度评价。

展教融合 激活观众共鸣

2023 年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原创展览“理想与忠
贞——革命伉俪在武汉”正式开幕，一经推出就广受观众欢
迎，口碑爆棚，被各地纪念馆、企业、景区、社区争相引进。展览
通过讲述九对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

武汉战斗过的著名革命伉俪代表跨越百年的革命爱情故事，
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开展当天，还举办了革命伉俪
及当代公安消防、医疗教育战线的伉俪故事展演活动，并邀请赵
世炎、夏之栩伉俪之孙赵新炎先生现场分享祖父母的爱情故事。

为进一步挖掘展览内容，提升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实效，纪念
馆官微还持续推出了“理想与忠贞——革命伉俪在武汉”原创“展
说”系列故事，并联合民政部门在七夕传统节日当天开展“一生一

‘誓’‘照’见幸福——‘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全国首创在
纪念馆举行新人结婚证颁证仪式。通过“感恩先烈‘誓’表忠贞”

“双双领证 心心相‘印’”“传承薪火‘照’见幸福”三个环环相扣
的环节，将浪漫的七夕传统节日、新人领证与革命精神有机结合，
走“新”又走“心”，展览叙事中体现的家国情怀、正确的婚姻价值
观得到广为传播，现场气氛热烈而感人，30余家媒体竞相报道。

为破解空间限制，延伸展陈空间，纪念馆将大门入口处、
基本陈列展厅旁的职工停车巷道改造为多功能展示墙。在改
造过程中，先腾挪再融合，在馆外解决职工停车问题，用冲孔
板把巷道围墙改造成与机关旧址的大面积红墙风格相融合的
多功能展墙，集展览展示和文创市集功能于一体。这里成了

“入馆即可达”的第一个展厅，观众站在馆外就能被馆内沉浸
式展区吸引入馆参观。解决了“场馆硬环境”问题，接着为观众
提供“文化软产品”。国庆期间，纪念馆依托“红墙”量身定制，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联合展出“伟大建
党精神专题展”，同时联合武汉歌舞剧院、武汉杂技团推出国
庆专场“中国力量”红色文艺展演，“红墙”“红展”+“红色文
艺”，浓浓的“中国红”当天吸引了5000余人次来馆沉浸式体验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023年 12月 26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周年，弘
扬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纪念馆联合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在“红墙”推出“没有调查 没有发
言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专题展，深受观众喜
爱。物理空间的融合、精品展览和红色文艺的加持，有效激活
了观众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此外，纪念馆还深化展览“外
交”，坚持将展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2023年全年引
进、输出“周恩来与南开精神特展”等10余个高质量临时展览，
开展31场省内外巡展，点面结合，覆盖景区、企业、社区、学校、
机关、军营和乡村等区域观众120万人次。

文博+文艺 打造“61号”IP

“61号”是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的代号，纪念馆据
此推出“61号”红色 IP，打造独具特色的“61号”红色教育品牌，
让“61号”的红色火种在新时代迸发新的光彩。“教育”是“征
集、保护、研究、展览、传播”等基本业务的共同目的，展览本身
就是最大的教育产品。策划展教活动与策划展览一样，从观众
体验视角出发，细分受众，因地制宜，践行“社会+”开门办馆、

“文艺+”多元融合理念，秉承“历史映照现实”的宗旨，围绕文
物资源和展览内容的重点亮点，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新，才能
使教育作用最大化，使不同受众群体产生共情共鸣共振。2023
年以来，纪念馆围绕馆藏资源，尤其是展览资源开展多元化、
特色化、常态化的社教活动，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中共中央
在武汉”红色情景剧、面向以党员和青年群体为主的“行走的
大思政课”文艺宣讲、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我们的节
日”、面向老年群体的“61号·红途”银发行、面对青少年的“61
号”小红伢研学营、面向高校学子的“红色文物进校园”等34场
系列社教活动。高频次的精品社教活动对仅10余人的中小型
纪念馆是不小的挑战，活动覆盖线上线下130万人次，人民日
报、学习强国等各级媒体报道达 1000余次，“61号”红色 IP走
进企业、社区、校园，走进广大群众心中，强势出圈。由纪念馆
原创编排的《大山的女儿》《两封遗书》《千万捐赠见初心》《秋
之白华》《山居中秋 对月怀人》等一批兼具历史内涵和时代艺
术的精品原创红色文艺宣讲剧目，实现由“文博+文艺”1.0版
直接引进文艺院团作品到自编自创2.0版的升级。

为进一步提升“61号”红色 IP传播影响力，深层次激活观
众共情共鸣，纪念馆馆长袁亚妮亲自策划，反复打磨剧本，举
全馆之力，融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武汉创研中心等各方资源，
历时半年匠心打造大型原创沉浸式实景剧《探路——中共中
央在武汉》，2024年元旦在纪念馆成功首演，这是更高品质的
文博+文艺3.0版红色文化产品。一是题材出新，为红色场馆多
元化开展党史教育增添了新动能，主题内容以 1927年中共中
央在武汉开展国共合作，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历史
背景，全景式、立体式展现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和独立，在危
机中孕育新机的命运抉择和史诗篇章，引人深思，激人奋进；
二是全景沉浸，整个场馆就是一个大剧场，通过讲述与表演、
观展与观剧、场景与情景多层次融合，重构展览空间，重塑观
演关系，观众“零距离”与领袖人物面对面，变身“参与者”“革
命者”，融入场景中体验角色，深度贴合观众需求，观众成为作
品的共同缔造者；三是匠心打造，全过程高品质推进，精心打
磨剧本不下10次，邀请湖北省著名党史专家严格把关，武汉人
民艺术剧院选派优秀导演执导，国家一级演员路羽担任艺术
总监并领衔主演，20名优秀青年演员出演该剧主要角色。从表
演、舞美、造型、灯光、音乐、宣发等全流程高品质打造，力求通
过具有时代质感与戏剧张力的场景再现、情景联动，共同为观
众献上一场完全沉浸的“文博+文艺”大餐。

该剧一经推出得到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 30余家主流媒
体轮番报道，党史学界高度称赞，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实为
学术成果走向人民大众的成功探索，应广大观众要求，后续将
进行常态化演出。

思政教育 共建精神家园

2023年 11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馆校联盟

共建‘大思政课’教学实践基地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平台工作
案例”入选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公布的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

“大思政课”全国百优资源精品项目名单。项目依托全国首批
“大思政课教学基地”平台，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武汉轻工大学、陆军
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等12所学校共建“大思政课”教学实践
基地，将“校园思政课”与红色场馆“社会思政课”串联融通，通
过“行走的大思政课”“红色文物进校园”“薪火课堂”“武汉英
雄故事会·长江青年宣讲团”等系列活动，推动革命文物“活”
起来，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与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发展，全
面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精心打造“文物进校园”品牌社教活动，相继将革命文物
送至南开大学、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等大专院校，让学生与革
命文物“亲密接触”，增进学生的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情操，真
正做到以物知史、以物证史。在场学生纷纷表示，第一次跟文
物的亲密接触，感觉好像穿越了时光，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前辈
浴血奋战的事迹和壮烈辉煌的革命生涯。同时，为了提高文物
研究成果转化率，让躺在库房、展厅里的5000余件文物“活”起
来，纪念馆首期遴选出一部分珍贵文物，在学术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61号”编辑社，将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历
史、文学系的大学实习生纳入创作团队，由纪念馆内研究人员
担任导师，指导大学生开展文物研究与故事创作，从小文物、
小主题入手，深入挖掘文物背后蕴涵的时代精神。以微信公众
号为阵地，开创“物语”“读报”“史论”等文物藏品研究专栏，推
出《电影〈悬崖之上〉的同款汽车》等数十篇文章，达10万余字，
文物研究成果的曝光率大幅提升，这些真实、感人的珍贵文
物，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红色记忆变得鲜活可爱。

2023年，依托“大思政课”教学实践基地平台，组建“61号”
志愿红志愿服务团队，按照纪念馆统筹组织、广泛合作共建、
志愿者自我管理的工作路径，专门成立志愿者社会实践部，馆
校共建与社会招募双举并措，根据年龄、特长、专业分组分级
差异化培训指导，划分周末、工作日、长期多样化的实践形式，
志愿者广泛参与到观众引导、参观讲解、社会教育、陈列展览、
保管研究、媒体传播和办公行政等多个岗位工作中。以全馆业
务为中心，因地制宜，细分职责，打造形成“61号”小红伢、红色
讲解队、艺术团、剧创社、编辑社和“开讲啦”公益精品微课堂等
子系列品牌，让每一位志愿者在纪念馆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实
现志愿者和纪念馆的“双向奔赴”。仅2023年一年时间，“61号”
志愿红服务团队总人数达568人，志愿者与本馆在编人数比接
近38∶1，服务观众总量超过100万人次，每位志愿者年度平均服
务时长达100小时，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纪念馆
成为广大青年大学生共同参与共同缔造的精神家园。2023年
12月 5日，与武汉大学等 12所高校成立湖北省首个高校志愿
者联盟“61号”志愿红，开发上线湖北省内首个志愿者服务管
理平台，持续扩大纪念馆“社会课堂”资源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助推“大思政课”教学实践基地和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平台建
设走向系统化、智慧化，协同赋能红色文化传播力。

内容为王 创新多维传播

多年来，纪念馆坚持“内容为王”，深耕细作，长期开展博
物馆学、红色文化、文物研究等人文社科研究和推广工作，出
版《足迹》《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书——连环画中的红色经典》

《光影寻踪》等画册、读物，发表各类专业论文数十篇，依托展
览资源开发20多个种类的红色文化产品，并赴尼日利亚参加

“中国文创产品展示周”活动。2023年，参加“全国革命纪念馆
高质量发展论坛·2023”“中共早期历史红色场馆工作交流会”，
分别作了题为《展教融合创新，沉浸式体验传承红色基因》《开
门办馆 展教结合 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的发言，得到与会领
导专家的一致肯定。论文《从“大课堂”到“大实践”：革命类纪念
馆在大思政教育中的实践探索》《浅析纪念馆陈列展览多元化
发展模式——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为例》获得湖北
省博物馆协会2023年学术论文二、三等奖，论文《1927年武汉总
同盟罢工述论》收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宣传专项引导资金委
托重点项目《中共中央在武汉（1927.4—1927.10）》一书。这是
一支专业技术过硬、活力干劲十足的团队，2023年获评武汉市

“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守住舆论宣传阵地，立体式矩阵赋能红色文化传播力跃

级提升。在媒体传播方面，纪念馆以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主阵
地，联动外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构建起媒体传播矩阵，对革命
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宣传。构建集网站、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等于一体的多媒体宣传矩阵，通过云
展览、云讲解、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持续推进红色文化的数字
化传播，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新媒体矩阵，营造线上线
下一体化、馆内馆外相结合的数字化新体验。强化自媒体平台
运营是纪念馆日常工作重点，纪念馆突破人才瓶颈，一人多
岗，一专多能，做到“人人都是讲解员，全员都是宣传员”。在对
外宣传方面，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宣传品牌，设有“展说”“物语”

“读报”“那年今日”“馆校联盟”“志愿星火”等10余个版块，2023
年全年累计发布260篇原创推文，阅读量达25万人次，粉丝关
注量达22万人。同时，联动外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构建起媒体
传播矩阵，让媒体力量贯穿在每一场活动的事前预告、事中宣
传、事后总结的良性传播中，全年累计得到学习强国、人民日
报、新华社、湖北日报等中央、省市各级主流媒体报道 1000余
次，真正做到报刊上有图文、电视上有画面、广播里有声音、网
络上有点击，纪念馆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攀升。

赓续红色血脉，谱写当代华章。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活化利用革命文物，从观众体验视
角出发，守正创新，讲好党的故事和英雄城市的故事，打造高
品质的红色文化品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文化
繁荣贡献博物馆力量！

开门办馆 展教融合
沉浸式体验传承红色基因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

袁亚妮 鲜于惠子 韩扬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在武汉”基本陈列和“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复原陈列

精品原创展览推陈出新

2023年“七夕”主题活动，全国首创在纪念馆举行结婚证颁证仪式

“行走的大思政课”系列活动

原创沉浸式实景剧《探路——中共中央在武汉》

“61号”志愿红、“61号”小红伢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