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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74年前的3月23日，毛泽东率领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出发前，
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
日子，进京‘赶考’去！”

1949年 3月 25日早 6点，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北平，在清
华园车站走下火车；中午到达颐和园
益寿堂休息，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
傍晚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
午夜入驻香山。这段线路，记录了中
共中央移驻北平的第一天，也是新中
国建设发展之路的第一段，是中国共
产党人从农村向城市转折、开始建立
建设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里程碑，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清华园车站旧址到颐和园益寿
堂，再到中共中央香山驻地旧址、香
山革命纪念馆，今年3月25日，“进京
赶考之路 （北京段） ”串珠成线，全
貌亮相。截至目前，“进京赶考之路
（北京段）”累计接待观众约100万人
次，成为热门红色文化打卡地。在国
庆节来临之际，请读者跟随本报记者
重走这条全长28公里的“进京赶考之
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径，一起感受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清华园车站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路口附近，有一个
口袋公园。初秋的暖阳下，绿草如茵，波斯
菊绽放。仔细瞧，在铺满的绿植中，有一段
铁轨向远处延伸。沿着铁轨往东南方向走大
约 100 米，右手边，在两栋居民楼之间，一
座灰砖墙、红屋顶的单层建筑静静矗立。这
便是清华园车站旧址。

“清华园车站是中国人自筹资金、自行设
计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上的一个
车站。1909 年 10 月，京张铁路全线通车，
第二年，沿线上的清华园车站修建完成，詹
天佑题写站名。”指着修缮后的建筑顶部，
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志告诉记者，

“您看，这个‘清华园车站’匾额就是詹天
佑题写的。”

历史上，清华园车站虽然是个三等小
站，占地面积只有约 340 平方米，但是候车
室、售票处、站长室等一应俱全。如今，五
开间的格局分布中，只有老站房靠南侧的三
个开间保留了下来。为了让观众了解清华园
车站的历史原貌，有关部门根据历史资料，
在车站外北侧陈列区的墙面上，完整复原了
清华园车站的历史图像。一旁，还陈列了清
华园车站修建同时期的铁轨、枕木、里程碑
等珍贵文物。

步入车站，“走向新中国的步伐——中共
中央‘进京赶考之路’清华园车站”专题展
览正在展出。在 1949年 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通过陈
列的迁平路线图、1949年北京铁路枢纽示意
图等，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当年进京的路线一目了然。

展览讲述的故事更令人印象深刻。1949
年 3月 23日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
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
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
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
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成绩。

一件件文物、一张张图片、一幕幕影
像，定格历史瞬间，带观众了解中共中央进
京“赶考”的详细经过。在多媒体影音体验
区，观众还可以从电子屏上查询百年京张铁
路的修筑经过和清华园车站红色历史影像，
深入了解进京沿线地区的解放历程和铁路接
管等相关内容。

“作为 1949 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
个落脚点，清华园车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李志介绍，展览共展出历史
图 片 20 余 张 、 珍 贵 文 物 文 献 20 余 件

（套）、文字版 20 余个、多媒体 10 个、景观
2 个，以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现代化展陈手段
再现了 1949 年中共中央迁平具体部署、抵
达 清 华 园 车 站 的 伟 大 历 史 进 程 及 时 代 价
值 ， 展 现 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始 终 保 持 “ 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
之路的历史自信。

参观完展览，在车站的“候车大厅”
里，还有一处特别的购票“打卡点”。观众点
击屏幕，输入自己的名字后即可打印一张书
签。书签分为左右两部分，右侧是一张老车
票，样式参照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硬板的京
张铁路火车票，上写“涿县—清华园，硬
座，全价 3.50 元，按票面日期、车次乘车 2
日内到有效”。书签左侧印有观众名字，以及

“走向新中国的步伐 中共中央‘进京赶考之

路’清华园车站专题展览参观留念”字样。

“再次来到熟悉的车站，40 多年前的铁

道、货场等场景历历在目，我也从学生变成
了白发老人。”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赵辉参

观后感慨。自 3月 25日清华园车站旧址开放
以来，红色展厅已接待游客超过 3.4万人次，
单位组织的党员人数活动占总参观量的 1/3
以上。

颐和园益寿堂

74 年前，从进京“赶考”第一站出发，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乘车前往颐和
园休息，随后前往西苑机场阅兵，当晚在颐
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如今，颐和园
益寿堂也焕发新颜，“古都春晓——中共中
央‘进京赶考之路’颐和园专题展览”正
在展出。

因为远离昆明湖、佛香阁等颐和园的标
志性建筑，许多到颐和园游玩的人，未必到
过益寿堂。在万寿山东麓半山坡上，苍松翠
柏中坐落着一个四合院，由正殿、配殿、耳

房组成，传统的北方四合院住宅式风格建
筑，这便是益寿堂。

紫丁香掩映下，是益寿堂精美的垂花
门，方形门墩上有石卧狮，两边的灰色院墙
上，装饰着造型各异的什锦灯窗。走进院子
里，几株古松挺拔苍劲、直插云天，朱红的
大门、立柱和屋顶的点点青苔互为映衬，尽
显古朴幽静之风。

1949年 3月 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清华
园火车站后，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
息，这里是他进京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北京
市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郜峰介绍，3 月的北
京乍暖还寒，“进京赶考”的第一天，工作
人员用益寿堂的铜炉生火取暖，并从外面买
回熟食等食品，让毛泽东吃了进京后的第一
顿饭。

走进益寿堂的正殿“松春斋”，两桌“晚
宴”场景吸引眼球。1949年 3月 25日，中共
中央机关抵达北平的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同志在益寿堂宴请已先期到达北平的各民
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书写
了进京“赶考”的重要一笔。“我们依据文献
记载再现了当时宴集群贤的场景。这里的火
炉是园藏文物，圆桌、圆凳都是参照园藏实
物仿制的。”郜峰说，“餐桌上食物，我们没
找到具体菜单，目前摆着的豌豆黄、驴打
滚、艾窝窝、芸豆糕等北京小吃，则是依据
相关记载推断可能会有的。”

一旁的展板上，《北行日记》（柳亚子）
《黄炎培日记》《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
回忆录》《沈钧儒年谱》里的段落，均记述了
这场晚宴的情况。“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当
晚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商谈了国共和谈、
新政协筹备等重要问题，说明颐和园益寿堂
是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协商民主精神的革
命旧址。”郜峰说。

益寿堂西殿的展览，向观众展示了颐和
园的历史变迁，从1750年开始兴建到1860年
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后在光绪时期重建，虽
历经战乱但有幸得以保存，直至北平和平解

放，颐和园终于迎来新生，成为人民的公
园。东殿则介绍了1949年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同舟共
济、肝胆相照，共同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
体、制定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建立建设新
中国宏伟蓝图的有关情况。

“颐和园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重要
中转站，透过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现代化展陈
手段，展览呈现了颐和园是中共中央‘进京
赶考’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见证了益寿堂晚
宴是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交心聚会，表达了向
人民、向历史交好答卷的坚毅决心。”郜峰介
绍，自今年 3月 25日正式开放以来，益寿堂已
经成为颐和园景区的“网红景点”，共计接待预
约讲解团体1186个，总接待量22万余人次。

香山革命纪念地

当年的益寿堂晚宴结束后，毛泽东一行
分乘多辆汽车，驶往作为中共中央新驻地的
香山，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并在此办
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入住
来青轩。追寻着 74 年前中共中央“进京赶
考”的足迹，从颐和园北宫门出发，沿着香
山路，就能到达香山脚下。

香山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所在
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指挥了举世闻名
的渡江战役，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 中 国 ” 的 进 军 号 角 ， 并 筹 备 新 政 协 会
议，筹建新中国，指挥人民解放战争走向
全国胜利。

“为了全面展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革
命历史，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香山公园内存
留的中共中央在香山的 8 处革命旧址全部修
缮复原，修缮建筑面积达 3600 平方米。”香
山公园宣传科科长绪银平介绍，依据历史
照片、史料档案、当事人回忆录等资料，
参照历史同期营造技法，香山公园对现存
建筑进行修缮，恢复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时的
历史风貌。

沿着香山南麓山路拾级而上，凉风轻
拂、树影婆娑，明渠里水流潺潺，蓝紫色的
大叶铁线莲摇曳生姿。行至半山，看到一块
大石碑，上面写着“双清别墅”。清代时，双
清别墅是香山静宜园的“松坞云庄”，1860
年被英法联军焚毁，1920年，原北洋政府国
务总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熊希
龄在创办香山慈幼院时将这里辟为宅邸，取

名“双清别墅”。
讲解员姜楠介绍，当年，毛主席走进这

座院子，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苍翠、环
境优雅，说道：“这个院子不错呀，比我们在
西柏坡的院子还大、还漂亮。”院子中央的六
角红亭，是双清别墅的标志性建筑。当年，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会到亭子里休息，欣赏
周围景色。他曾在亭下阅读南京解放的报
道、与爱子毛岸英亲切交谈，都留下了照
片。如今，亭子里的藤桌、瓷鼓，都是根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布置的。红
亭 旁 的 一 棵 银 杏 ， 高 11 米 ， 树 龄 超 200
年，这株见证了历史的古树，也成为游客
打卡点之一。

红亭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当年毛泽东
办公居住的地方，包括办公室、会客室、卧
室等。办公室里的写字台、转椅、沙发、藤
制书架、留声机、收音机以及墙上的地图，
都是按原样布置。姜楠指着写字台的大理石
桌面介绍，写作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
时，正值夏季，为了降温，卫士们用铜盆盛
着冰块，摆在写字台下边。手写热了，毛主席
就把手按在写字台冰凉的大理石面上降温。
在这间办公室里，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废寝忘食，忘我工作。

从双清别墅出来，一路可以参观来青
轩、双清别墅东侧平房、小白楼、思亲舍、
多云亭、丽瞩楼、镇芳楼及镇南房等建筑
群。老一辈革命家及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在香山时期的生活、
办公场景跃然眼前。

“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
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
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
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
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绪银平介
绍，香山公园充分利用深厚的红色文化内
涵，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重要作用，让更多
党员及普通游客在踏寻红色足迹的同时，学
习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时期为国为民的丰功
伟绩，感悟思想伟力，激发奋进力量。

一段段真情对白、一首首红色诗词、一
幕幕情景短剧……9 月 11 日，香山公园第三
届红亭诗会举行。整场演出以毛主席在不同
历史时期创作的诗词为主线，将双清别墅作
为舞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形式，带领观
众重回党的历史发生地，真情追忆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夺取胜利，建立
建设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同样是在双清别
墅，2021年，香山公园首次联合北京人艺演
出实景话剧 《香山之夜》，直播总观看量达
243万余次。

双清别墅东侧平房，成为热门的党日活
动举办地。1949年 3月 25日毛泽东进驻香山
后，这里作为中央警卫处和司机班办公居住
地。现在，院中停放的吉普车，是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西苑阅兵时乘坐汽车的同款。
在这片较为开阔的院落，香山公园为各单位
党日活动提供定制化服务，温誓词、听故
事、唱红歌、诵诗词、答问题，活动丰富又
充实。

自 2019 年 9 月 13 日对市民游客开放以
来，香山革命纪念地共接待 640 万人次参观

学习，成为北京红色旅游的新地标。游客来
到这里，不仅可以实地参观打卡，还能收获
发电报、拓印红色诗词、手绘双清、种植小
菜园等多样体验。在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方
面，香山公园还注重“走出去”，组建宣教员
团队，带着课程送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
课”等，并与海淀区教科院联合，在海淀区
中小学资源平台推出“香山红色文化云课
程”，在青少年心中根植红色基因。

走进香山公园的红色书屋，各式各样的
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以八处革命旧址为
主题的钥匙扣、徽章、冰箱贴，以毛泽东送
给任弼时的“一群红鱼”为创意的笔记本、
背包，以周恩来在香山使用过的收讯机为原
型的笔盒……“每一个文创产品，背后都有
故事，都嵌入了香山革命旧址的元素，我们
也希望通过更多形式，让红色精神代代相
传。”绪银平说。

（钱子豪、宣佳佚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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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别墅内景。 香山公园管理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