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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１８４０年以来的中国，伴随着外来列强的百般欺凌，我
们的民族遭受了难以言尽的屈辱，壮丽的河山在呜咽，勤劳
勇敢的人民在受难。历史不会忘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
们的民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励精图治，终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睡狮”终于醒来了。
历史的回音，我们绝不能忘记，是红色的革命拯救了我们曾
经多灾多难的民族。

第一版《红色文丛》正是为了让读者牢记那段难忘的历
史和革命志士不屈的抗争而编写的。

为了使《红色文丛》与时俱进，我们对原丛书进行了重
新梳理，整理出更加明确的主题，并精选了大量真实的图
片，以便更加贴近读者。我们期望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之余
受到革命情怀的熏陶，重温曾经燃烧的革命激情，缅怀革命
先烈舍生成仁的崇高气节，从而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
和平、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成为栋梁之才。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力图使本丛书更加完美，但限于编
辑水平，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继续努
力改进。



书书书

— １　　　　 —

前　言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而
紧迫的战略任务，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目前，我国人口中１８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
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
运。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对外开放的进
一步扩大，为广大未成年人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
努力。从未成年人抓起，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
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项紧
迫的现实任务。

因此，我们结合时代特点选择“红色文丛”，以便让“红
色”的火种代代相传。

“红色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我国前教育部部长陈
至立指出：“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
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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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各级各
类学校要充分认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把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落实在学
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红色教育”的提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市场经济
发展带来的碰撞和冲击，校园不再是一块与外界隔绝的“净
土”，青少年学生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
中人。许多青少年在道德、信仰、意志、品质等方面都存在
着问题。通过“解读红色精神”、“体验红色旅游”、“回首红
色影视”、“感受红色格言”等主题的探讨，让学生进行道德
体验，培养学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和文明行
为，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竞争思想以及适
应社会需要的良好心理素质，使其向更高层次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扩展，让学生的知、情、意、行同步发展，成为道
德品格完善的新人。

总之，我们希望本丛书能为青少年打开一扇通向神圣
的革命精神殿堂的门，使青少年在各方面健康成长，早日成
为国家亟需的人才。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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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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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皖南泾县城郊的水西山。１９９０

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

５０周年修建此陵园，占地１５公顷，建筑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由入口纪念碑、主题广场、主碑纪念

广场和无名英雄烈士墓４个纪念性空间序列配以皖南事变

史料陈列室有机组合而成，整座陵园以邓小平同志亲笔题

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主碑为中心，结合

山形地势，将各纪念建筑组成一个完整有序、庄严肃穆的有

机整体。

陵园的入口利用两边的高岗形成了相对的两个“土

阙”，成为陵园的天然门户。入口跨公路建有四座７米高、

具有皖南特色的石阙，四座石阙以数字寓意新四军的“四”，

７米高隐喻皖南事迹悲壮惨烈的７天７夜，形成了纪念性

空间的第一序列。

进入陵园后，沿台阶向上约３０米，是一个不规则的小

型广场。正对面的挡土墙上镶嵌着叶飞同志题写的“皖南

事变烈士陵园”字碑，点明陵园的主题，形成了纪念性空间

的第二序列。从广场右转，是一条５０米长的神道，神道正

对着由两个石阙形成的神门，神道的石阶宽度逐步缩小成

梯形，加强了透视感，使人们在感觉上延伸了神道的长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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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有９０级台阶，共５０米长，９０级台阶分成三个层次，喻

意当年９０００新四军将士分成三路纵队东进抗日。

沿着神道拾级而上，通过神门便进入第三个空间序

列———主碑纪念广场。主碑纪念广场由纪念碑、纪念廊、凭

吊广场和无名烈士墓组成。从山顶俯视，主碑纪念广场和

外围的花圃组成一个献给烈士们的巨大花圈。从远处眺

望，纪念廊和名人题字碑廊的一组组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的

马头墙簇拥着纪念碑巨大的碑身。马头墙是皖南村落中最

常见的民居构件，用它来象征着皖南的山山水水、村村镇

镇，寓意先烈们虽然壮烈殉国５０周年了，但他们奋斗不息

的革命精神仍然闪耀在皖南的千家万户，先烈们的光辉业

绩将永远成为皖南人民心底的丰碑。

纪念碑位于纪念广场和神道的中轴线上，高１２．３６米，

宽２７米，黑色磨光花岗石碑面镶嵌着邓小平同志“皖南事

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碑身弧形，舒展高耸，以简洁

巨大的形体象征着先烈们磊落坦荡的胸怀和崇高伟大的献

身精神。巨碑下方为一尊汉白玉雕刻的花环。四周白色纪

念廊内镌刻着《新四军军歌》、周恩来同志题词及碑记等历

史文献。纪念廊里圈排列着９根具有皖南传统特色的圆形

巨柱，其中只有两根是完整的，余下的都是高低不同的半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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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柱，寓意当年新四军９０００健儿从云岭出发，东进抗日，遭

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突袭，致使这批民族精英大部分遇

难，巨柱摧折令人痛心泪下，而突围出来的２０００健儿，在斗

争中逐步成长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就好像这两根雄伟屹

立的擎天柱和柱上的巨梁。７个单元的纪念廊和９根纪念

柱还象征着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

断壮大发展为７个师９万余人的抗日队伍。巨柱的里圈是

斜置的花坛，上面种植苍翠的常青灌木，象征着在当年烈士

们血染的土地上，今天已开创了万古常青的社会主义事业，

烈士们的遗愿今天已变成现实。

凭吊广场为一个５０米内径，四面有开口的纪念廊和主

碑围合的圆形空间，数字５０寓意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

殉难５０周年。主碑向阳，光洁向上的碑身、白色的环廊、围

合的巨柱造就了广场肃穆庄重的气氛。主碑和无名烈士墓

组合在一起，在透视上形成巨大向上的双曲线抛物线型碑

身，增加了纪念碑的感召力，同时利用碑身的巨大体量和建

筑空间，形成了第四个纪念性空间序列。无名烈士墓的墓

室四壁为钢筋混疑土浇注，中间是一个直径７米的圆形黑

色磨光花岗石墓池，墓池中是洁白的大理石石棺，墓池后边

是祭坛。祭台上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火焰，象征着先烈们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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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火永不熄灭。墓池上方为一个３米直径的圆孔，光

线从上面洒下来，象征着先烈虽然壮烈殉国了，但他们的革

命精神却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及纪念碑采用了象征和隐喻的手法

来铭记皖南事变这一千古悲壮事件，着重于一系列纪念性

空间的渲染，丰富构思的内涵，提取皖南建筑文化中典型

的、最有特色的“语言”。例如采用改造和简化了的马头墙，

黑色和白色提炼净化后的柱础、柱身和雀替，用现代意识和

简化了的皖南典型的建筑构件建构的石阙来表现建筑的特

定的地域环境，力求体现出陵园及纪念碑明确的地方性、创

新性，体现出建筑的时代气息，突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及纪

念碑鲜明的个性和纪念性，充分表达这一特定的历史主题。

陵园西侧为皖南事变史料陈列室，室内有江泽民和李

鹏同志为纪念皖南事变５０周年的题词：“青山埋忠骨，精神

育后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皖南事变殉难烈士浩气长

存”。

陵园自开放以来，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际友好

人士、海外侨胞百万余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姬鹏飞、王恩茂、

王光英、杨汝岱、彭冲、李瑞环、张震、吴邦国等先后莅临陵

园视察，近千位新四军老战士来陵园凭吊殉难战友。陵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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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全国中小学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新四军军部旧址，又称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环境

优美的泾县云岭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６２年

纪念馆等建成。

云岭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

风景秀丽。新四军军长叶挺有诗赞曰：“去中美人雾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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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

１９３８年７月至１９４１年１月，新四军军部设于此，指挥华中

敌后各抗日战场的新四军部队。中共中央东南局也同时设

于此，现已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大会堂。

司令部位于泾县云岭乡罗里村。原为两座老式的地主

庄园，有７１间民房与一个小花园。内有参谋处、秘书处、作

战科、机要科、文印室、速记班等，还有军长叶挺、副军长项

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办公室和卧室。种墨园的第一进大

厅为司令部会客室。１９３９年２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来云岭

视察期间，也下榻于此。今辟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政治部位于泾县云岭乡下汤村，距军部司令部旧址

２．５公里。原为一幢三间两厢双进厅房。后进两厢，右为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办公室兼卧室，左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

恢办公室兼卧室，前进两厢为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办公及

住处。政治部下设有保卫、组织、宣传、民运、敌工等部以及

抗敌报社诸机构。１９３９年２月，在此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此为《抗敌报》题定了报头。现旧址已

进行维修，并有专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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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堂位于泾县云岭乡云岭村陈氏宗祠，距军部司令

部约１公里。宗祠建于清康熙年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分

前、中、后三大厅，建筑宏伟壮观。门前有雕花屏风，中门两

侧各有一大理石石鼓，门上有“陈氏家祠”巨字匾额。前厅

与中厅之间有青石铺地的大院天井，中厅６根大木柱上精

雕细刻着各种图案。另有大理石石柱１０根，每根高约５

米，周围１米有余，质地精美，为祠堂建筑之少见。新四军

军部在云岭期间，这里是各种重大会议和文化娱乐活动主

要场所。１９３９年２月，周恩来来云岭视察，曾在此做过报

告。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占地７００余平方米的陈列室即

设在大会堂后面。

肥东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

瑶岗位于合肥东郊肥东县撮镇，南临淮南铁路和合芜

公路，北靠３１２国道，从合肥到瑶岗乘车只需半个小时。来

到瑶岗，首先看到的便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几

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当年曾亲临瑶岗的渡江战役指挥者

之一、著名书法大师舒同１９８６年９月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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