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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革命纪念馆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江岸。1960 年，为了悼念死难烈

士，人民政府在当年发生惨案的地址附近，修建了 “二七”烈

士纪念碑和 “二七”革命纪念馆。碑上有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

词。纪念馆内陈列有 “二七”革命斗争史料、图片和烈士的遗

物等。有项英、林育南、陈潭秋、邓中夏等同志领导京汉铁路

工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迹，还有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宁死不

屈、慷慨就义的记述，有当时各地工会组织和列宁领导的第三

国际声援。 “二七”大罢工所发表的宣言，遗物有 100 余件，

其中有林祥谦为指挥罢工使用的怀表，施洋装秘密文件的梳头

盒，手提小皮箱及狱中日记等。同时还陈列着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烈士

所题的词著文。为进一步弘扬二七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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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87 年 2 月 7 日建成武汉二七纪念新馆。新馆坐落在当年江

岸 “二七”先烈们流血牺牲的地方。新馆占地 50 亩，陈列室

共有 1200 平方米，陈列面积比原馆扩大了 7 倍多，陈列内容

也得到进一步充实，生动地反映出 “二七”工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为争取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

二七纪念馆

坐落在北京市长辛店公园西侧的一片苍松翠柏之中。为纪

念二七大罢工 64 周年而建，于 1987 年 2 月 7 日正式开馆。

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以总同盟罢

工表示反抗。2 月 4 日，全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2 月 7 日，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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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

纪念馆造型别致，富有民族风格。馆内共分 8 个展室，主

要陈展 “二七”大罢工前后长辛店铁路工人英勇斗争的文献资

料、图片、文物等。彭真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丁佑君纪念馆

坐落在四川省乐山五通桥的菩堤山上。丁佑君 ( 1930—

1950) ，乐山五通桥人。出身于一个盐商家庭，1950 年初考入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共青团员。学习期满后被派到西昌工作。

在征粮中不幸落入叛匪手中，受尽敌人酷刑和侮辱，始终坚贞

不屈，最后壮烈牺牲。1958 年，朱德亲笔题词: “丁佑君是党

的好女儿。是共青团和青年的好榜样。”她的事迹流传很广，

现在西昌河西区建有丁佑君陵园和纪念碑。胡耀邦题写了 “丁

佑君纪念馆”馆名。馆内展出烈士 48 件遗物和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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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起义纪念馆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与胜利路交接处的洗马池，当年

起义的总指挥部旧址。起义前它是南昌市中心最大的一家旅馆

———江西大旅社。这家旅社是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房，

二楼 25 号房间是周恩来同志等起义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的地

方。楼间有一块长方形天井，楼顶正中有一层小亭楼。全楼共

有 96 间房间。为纪念八一起义 30 周年。于 1957 年在此建立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现在这座革命旧址已基本上恢复了原

貌，里面陈列着朱德同志当年使用过的手枪，起义军使用的武

器、用品，还有当时发布的 《“八一”革命宣育》、《“八一”

革命宣传提纲》等文件，供人们参观瞻仰。

八七会议纪念馆

坐落在湖北武汉市鄱阳街 139 号 ( 原三教街 49 号)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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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7 日，值 “八七会议”60 周年纪念日之际。经过修复正

式开放。邓小平同志题写的 “八七会议会址”门匾悬挂在修饰

一新的纪念馆门口。1927 年 8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

紧急会议 ( 会址在现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

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 21

人。共产国际代表 3 人出席。会议通过了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

党党员书》、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最近职工运动决议

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斗

争，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纪念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如实反映了 “八七会议”及其前后的历史。展品中有全

部会议代表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八七会议”前后我党部分重

要会议文件等文物复印件，突出表现了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

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有 “八七会议”通过的 《告全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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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书》、《最近职工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党

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纪念馆中亦得到展出。

八女投江纪念馆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江滨公园。为纪念 1938 年 10 月在

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牵制敌军火力，在敌人追

逼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而集体投江殉国的抗日联军 8

名女战士而兴建。1988 年 8 月 1 日落成。烈士纪念馆 326 平方

米，馆内陈列着烈士生前的照片、生活用品和杀敌武器，以及

图片等。介绍了 8 位巾帼女将的英雄事迹。纪念馆旁有 “八女

投江”群雕像和直径 60 米的圆坛。圆坛北面镶嵌着绛红色花

岗岩，上面铭刻着 8 英烈士铭志和 8 位女烈士名单: 冷云、杨

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

1938 年 10 月上旬某夜，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妇女团指导员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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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四

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等 8 名女战士遭到日军的追击，经过顽强

战斗。她们退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河边，当她们打完全部子

弹时，冷云背起负伤的战友，战士们手挽着手。高呼抗日口

号，毅然向河心走去，英勇牺牲。

八路军总部纪念馆

位于山西武乡县东部的王家峪 “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

八路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

产党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后，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 1937 年 8 月将红军主力部

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 9 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总

部就曾设在这里。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

九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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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改编后，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

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同共产党的当地

组织一起，发动和武装了广大群众，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解放了广大地区的人民，创建了晋

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后同新四

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一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第三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坐落在山西省武乡县城。值抗日战争胜利 33 周年纪念日

落成。太行山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地带，

是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中共中央北方

局、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太行山人民，在长达 8 年

的抗战岁月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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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了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光辉业绩万古流传。他们同

无数血染太行的八路军将士一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所表现出

来的顽强精神和英雄气概已成为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载史

册。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杨尚昆、聂荣臻、徐向

前、薄一波、康克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 30 多位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为纪念馆题词。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北郊三元里村尾。原是一座供奉北帝的

三元古庙，建于清初。鸦片战争时，英侵略军于 1841 年 5 月

沿珠江从三元里西边的增步泥城码头登陆，攻占城北四方炮

台，在附近三元里奸杀抢掠，激起群众义愤。菜农韦绍光和村

中的群众齐集三元古庙，誓师杀敌。广州城东北 103 乡和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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