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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修育英才

1927年4月4日，一场隆重的开学典礼在武昌
红巷 13 号的操场上举行。阳光照耀，彩旗飘扬，
学员们身穿新制服，腰系新皮带，扎着人字形的
新绑腿，个个精神抖擞……

如今，这座始建于清末的学堂，依然保留着
旧时的模样。青瓦灰砖的建筑中央，悬挂着醒目
的红色牌匾，上有周恩来题写的一行大字“毛泽东
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毛泽东亲自倡议由国共两党共同筹办，1927
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6月
19日毕业，共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800多人。

农讲所的教育方针由毛泽东亲自制定，他聘
请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
士担任教员，其中有“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恽代
英、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
三，还有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邓恩铭等。

讲课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他亲自讲授 《农民
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并作了《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专题报告。据学员回忆，毛泽东讲
课通俗易懂，往往用浅显的例子道出深刻的含
义，很受大家欢迎。听了他形象生动的阐述，学
员们对农民运动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有了准确的理
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厘清。

农讲所的作息生活完全军事化，半天理论课
半天军事训练，学员们要到野外进行作战演习和
实弹射击，还要学习炸弹制作等技能。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7月，国民党宣布与
共产党决裂，武昌农讲所也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
而停办。

而对于这800多名学员来说，他们的革命之路
才刚刚开始。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农运一线，像星
星之火撒向神州大地，形成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披星戴月为革命

从农讲所旧址出来，步行3分钟，就来到毛泽东
旧居纪念馆。当年，为便于开展农讲所的工作，
毛泽东租用了都府堤 41号一栋三合院民居。这是
一栋晚清江南风格的民宅，坐东朝西，青砖黑
瓦，它既是毛泽东、杨开慧和孩子们的住所，也
是1927年5月前中共中央农委机关所在地。

位于前厅左侧的房间，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
工作室兼卧室。临窗的桌上摆放着一盏煤油灯，
毛泽东曾伴着昏黄的灯光，写下了著名的 《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2月，为了回答党内
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毛泽东白天外出工作，晚

上奋笔疾书写作这篇报告。据当年在毛泽东家照
顾孩子的保姆陈玉英回忆，她每天都把灯罩擦得
很亮，但过了一晚，灯罩又被熏得焦黄，这说明
毛泽东又伏案工作了一夜。

毛泽东住在这里时工作十分繁忙，常在晨曦
中走出大门，直到深夜才回家。杨开慧这时正临
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孩子。为了让毛泽东有充
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夜以继日地操劳，根
据毛泽东的写作提纲，认真进行分类整理和誊写。

192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北区委举
行联席会议，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就在这一
天，毛泽东的三儿子岸龙出生了，可是毛泽东因
工作繁忙都没顾得上去看一眼。几天后，毛泽东
抽空来到医院，一见面就向杨开慧表示未能早来
看望的歉意。杨开慧豁达地说：“不要紧的，你工
作忙。我生孩子，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
里，我也要生。”听了杨开慧的话，毛泽东由衷地
笑了，抱着刚出生的岸龙，疼爱地看着，并风趣
地说：“冇得哪个换掉我的毛伢子去吧！”逗得房
间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武昌都府堤 41 号居住的大半年时光在毛泽东
一生中弥足珍贵。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
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
带着3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夫妻二
人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30年 11月，杨
开慧在长沙识字岭就义，年仅29岁。

暴风雨中挽狂澜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两张珍贵的照
片。其中一张照片下方用俄文标记着“1927年4-5
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另一张照片则是与会代表
们聚精会神地听取大会报告。这两张中共五大现
场照片，是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复
制而来，填补了国内党史档案的空白。

1927 年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位于武昌都府堤 20号的国立武昌第一小
学召开。这是一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枪
声中筹备起来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
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共
产党员。

大会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通过了一系列
重要的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领导
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等。面对
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

“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并将政治纪律摆在重要位
置，这对后来党的纪律建设影响深远。

如今，这里已建成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馆
内根据历史照片还原了当年的陈设。会场主席台
上方，从上至下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
照片，左右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

旗及标语，标语上写着“资产阶级叛逆后一切革
命势力团结于无产阶级周围”等文字。

纪念馆陈列着中共五大代表使用过的实物及
复制品，有毛泽东撰写的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刘少奇在“五卅运动”时期使用的名片、恽代英
主编的 《中国青年》 汇刊、李维汉用过的柳条
箱、向警予给父亲的信……这些展品让我们了解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和生活，深刻感受
当年革命之不易。

铮铮铁律铸忠魂

一个年轻的政党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岁
月中逐渐壮大，最终领导人民开创新的历史纪
元？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中共五大会址旁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当一幅幅历史照片、
一件件珍贵文物映入眼帘，心中逐渐有了答案。

这座 2019 年 5 月才开放的新馆，整体建筑风
格与古朴的红巷和谐地融为一体。馆内展出文物
资料405件 （套）、历史照片700余幅，全面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战
略方针及主要成果。

这个全国性的重要展馆，为何选址在武汉？那
是因为，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身） 在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 7名正式委员、3名候
补委员组成，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
陈列馆内，栩栩如生的蜡像再现了这些委员们开
会时的情景。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
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一版党章中首设

“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
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
会的首要职能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中
国共产党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就像一把利
剑，承担起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组织纯洁性的重
任。尽管从成立到废止，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只
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中共
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基本平行、互
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
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为党的纪律
检查制度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实践基础。

执纪者必先守纪。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笼
罩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10名委
员无一变节。其中 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
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只有 1人看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支纪检监察铁军以自己
的行动，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书写了共
产党员的无悔忠诚。

武汉革命博物馆：

峥嵘岁月筑丰碑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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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
海博物馆接连举办重磅展览，继“鼎盛
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
后，又推出“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
艺术特展”，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参观。

此展览首次从学术视角对上海历代
书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遴选
出146件 （组） 书画及辅助展品，时间跨
度从三国时期至现当代。展品以上海博
物馆馆藏为主，部分重要文物来自上海
图书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
历史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等单位。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艺
脉/艺术成就”回顾了上海千年书画艺脉
与成就，阐释了“一部文人画史，半部
与上海相关”。重点展品有西晋陆机《草
书平复帖页》、北宋米芾 《行书道祖帖
卷》、元代任仁发《秋水凫鹥图轴》等。

第二部分为“人文/地区互动”。这
一部分聚焦上海自然风光、语言饮食、
人文构成等在书画中的体现，尤其关注
明清以来江南文化两大重镇上海与苏州
在书画领域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鉴藏/艺术影响”梳理了
元末至清末民初近700年间上海书画鉴藏
的四个主要阶段，即“肇兴”（元末明
初）、“四分天下”（明代中叶）、“高峰”

（明末清初） 及“半壁江山”（清末民
初），同时探讨上海书画鉴藏与书画艺术
成就对其他地区艺术活动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潮头/海上风华”，旨
在较全面地展现 1843 年开埠以来上海美
术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就。在这一部
分，可以看到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等耳熟能详的名家作品和陈独秀
等革命家的手迹，还有不少红色题材的精品画作。

陈逸飞1972年为鲁迅纪念馆所作的《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艺
术地再现了鲁迅挑灯夜读的场景，灯光映照着鲁迅身边的 《共产党宣
言》，令人感到光明与希望。吴湖帆晚年代表作《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
功图轴》，以传统国画手法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科技成就。
画家用卷云皴和没骨画法描绘出原子弹爆炸时蘑菇云冲霄翻腾的场面，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万年长春图轴》是此次展览的压轴作品。此图创作于1956年，是刘
海粟等 12 位画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35 周年而作。画面以松树、湖
石、牡丹、水仙、灵芝等祥瑞之物，构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松树高
大苍劲，松荫下湖石挺立，花木繁茂，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图名为

“万年长春”，饱含了画家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美好祝福。
展厅里还有一份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借展而来的珍贵手稿。它

是宋庆龄为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而写的祝词手稿。在祝词中，宋庆龄由衷地
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并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由中国地质博物馆、全国地质资料
馆、自然资源部读书鉴赏协会主办的“初心如磐 砥砺前行——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地质矿产专题展”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开幕。

这次展览是自然资源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实物展品，集中展现建党百年来地
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与成就，生动反映以李四光精神、“三光荣”传统为
代表的地质文化。

展览分为“亲切的关怀”“红色的基因”“地质要先行”“奋进新时
代”“信仰的力量”五个篇章，讲述了地质矿产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百年奋进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地质先驱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不断探索和奋斗。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地质工作者勇担

“建设尖兵”重任，致力解决国家急需的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等资
源问题，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筑牢根基。在改革开放时期，地质工作
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断拓宽服务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做出重要贡献。迈进新时代，地质工作与时俱进，更加精准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展览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标本、青海石油勘探
局1956年献给周恩来总理的原油样本“柴达木之宝”、世界上首次发现
的中华龙鸟化石、中国第172个独立矿种——页岩气的标本等。

庆祝建党百年
地质矿产专题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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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红巷，位于长江之
滨、黄鹤楼下，在闹市中显
得颇为安静。武汉革命博物
馆就坐落在这条小巷里。

武汉革命博物馆下辖中
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昌中
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
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中
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
馆、起义门旧址纪念馆等革
命旧址和红色场馆，是武汉
最负盛名的红色文化圣地。

走进红巷，青砖灰瓦的
檐墙、苔藓青石的路面、光影
摇曳的大树，仿佛都在诉说
那段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本文图片均由武汉革命博物馆提供

图为观众参观“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周东潮摄/人民图片

图为观众参观“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周东潮摄/人民图片

新中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标本。 刘 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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