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省份。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甘肃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红色甘

肃——走向1949》展览，就是以“火种篇”、“抗争篇”、“铁流

篇”、“激荡篇”、“曙光篇”为单元，以珍贵的文物、生动的历

史画面为线索，再现了甘肃特支的成立、南梁烽火的燃起、陕甘根

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鏖战河西以及甘肃全境的

解放，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苦难深重的甘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奋斗历程。

前言





火种篇

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是外患于列强，内乱于军阀的残酷现实；一

方面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望催生希望。荆

棘丛生的甘肃大地终于迎来革命星火，崭新的纪元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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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旗帜以红布为底，上挖镶拼制乳白色圆星（代表18行省）与黑

色九角星组成的图形，长102厘米，宽97厘米，边略残。该物作为陇

上响应伟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弥足珍贵。

1920年5月，甘肃旅京学生在北京成立了“新陇杂志社”，社员

40余人，甘肃有特约记者2人。5月20日 ，《新陇》杂志第一期在北

京正式创刊，这是甘肃旅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第一个进步

刊物。它的创刊和发行，对于传播交流进步思想，促进甘肃人民特

别是青年学生的觉醒，起到了积极作用。该刊包括创刊号共计4册，

白报纸制，铅印本，纵24.5厘米，宽17厘米，基本完整。为原“新陇

社”成员邓春膏捐赠。

辛亥革命旗帜

邓春兰（1898—1982）

甘肃循化（今属青海）人。

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

《新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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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立一中学生砥

砺学会会员合影

1922年4月，甘肃省立

一中等六校发起成立

“甘肃中学以上学生

联合会”，旨在“研

究学术，交换知识，

改良社会，拥护国

权”。

张一悟（1895—1951）

甘肃省榆中县人，中共甘肃

特支书记。

张一悟致恒德弟等的家信

饱受新思想熏陶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成为社会希望。图为被时人称为“榆

中三杰”中的张一悟、张亚衡等在武

昌高师学习期间合影。



宣侠父（1899—1938）

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共甘肃特支委

员。

钱崝泉（1895—1928）

江苏省江阴县人。中共甘肃特

支委员。

秦仪贞（1889—1966）

四川省忠县人。中国共产党甘肃特

别支部成立后发展的第一位女共产

党员。

刘伯坚（1889—1966）

四川昌平人。1926年国民军联

军入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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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廷珍（1902—1932）

甘肃省临夏县人。1927年4月任中

共兰州特支书记。1932年在新疆牺

牲。

王孝锡（1905—1928）

甘肃省宁县人。1927年4月任中

共兰州特支组织委员，1927年7

月回宁县组织成立中共宁县支

部，1928年在兰州牺牲。

保至善（1902—1928）

甘肃省崇信县人。1927年3月，以国

民党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员及国民

党甘肃省农工部部长的身份为掩护

开展工作。1928年在洛阳牺牲。

马凌山（1904—1931）

陕西省合阳县人。1927年4月任

中共兰州特支宣传委员。1931

年在河北病故。



王孝锡牺牲前在国民党兰州监狱牢房里慨然题诗一首

1927年6月22日，马凌山、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等离

兰时与送行人员合影



抗争篇
大革命的失败，彻底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的探索，革

命武装长足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得以建立，从而为长征北上的三大

主力红军提供了重要的落脚点。

抗抗争争争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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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起义旧址

两当起义领导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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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抗日义勇军关防印章

合水县倒水湾旧址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合水县组织

起一支武装，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

进攻的第一枪。次年，这支武装在合

水县倒水湾正式改编为南梁游击队。        

甘肃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寺村�革

命委员会成立地旧址

包家寨子会议旧址

1933年11月，陕甘边区党政军在甘肃

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

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并重建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

师。

+



南梁赤卫队第一中队队旗

南梁政府成立地──今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即南梁政府

正式成立。

刘志丹（1903—1936）

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

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

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6年4月东征时在山西

三交镇牺牲。

刘志丹用过的枪套

陕甘红军干部学校旧址──张岔

1934年10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

南梁创办了由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

勋兼任政委的边区红军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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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岱峰（1932—2005）

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人。陕甘

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谋长。

谢子长（1896—1935）

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西北

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

之一。1934年8月在反“围剿”中负

伤，次年2月病逝。

习仲勋（1913—2002）

陕西省富平县人。西北红军

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

人之一。

习仲勋用过的餐具

+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使用过的大刀，上刻“红军万岁”四字

六轮手枪

该物为土地革命时期陕甘红军使用过的武器原件。手枪主体为

铁质，手柄镶有木座，上刺花纹。通长29.5厘米，柄长8厘米，

基本完整。1956年征集于宁县兵役局。



铁流篇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根据地。接着，红一方面军，

红二、四方面军相继抵达。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

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关键时期。

铁铁铁流流流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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