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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视力色】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作者：何小文  2011-08-02

   标语，是红军时期动员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更是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有效的物证。尤其是从1927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到1934年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突围西征的8年间，在井冈山这一红色区域内的共产党组织、中国红军、红色政权机关、地

方革命武装以及各种革命团体，先后在村村寨寨、街头巷尾的墙壁上张贴的许多红军布告，绘制的各种形象生动的漫画，刷写的大量通俗易懂的

革命标语，不仅以内容全、数量多、级别高、影响大等特性凸显了其特有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因为井冈山独特

的政治优势和旅游优势，使之在国内同时期红军标语中无论收藏、管理，还是研究、保护等工作方面更具代表性、整体性、基础性以及综合性。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央苏区南方慰问团就提出了要加强对包含红军标语遗址遗迹在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自1959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以来，就着手保护和管理革命先辈留下的珍贵历史遗产，共查找到和清理出红军标语上千条，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将重要的

标语实施了保护约定，以防损毁。1981年，江西省文物局发出抢救、保护革命标语的通知。该馆文物调查小组走遍全境23个乡镇（场），走访了

一批健在的老红军和当地80岁以上的老人，并与乡镇（场）商定保护措施，要求标语墙的房主为义务保护人，订立保护协约，由附近流散老红军

的后代负责看管。特别是近十年来，该馆加大了保护和管理的力度，在保护红军标语等文物遗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年军民书写的红军标语

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形成了以行洲红军标语群及茅坪红军村为核心的完整的保护控制地带。此外，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还进

一步发掘出了红军标语和红军漫画100余条（幅），如今，正在积极申报国家和省市级的文保单位。 

   史鉴往，物载史。散落在井冈山区各个角落的众多革命遗址遗迹，作为一种特殊资源，承载着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并以其丰

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新时期弘扬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及红色旅游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载体。其中又以井

冈山红军标语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级别高、影响大的普遍特性，同时还有着与其他革命遗址遗迹同样的特殊价值及其不可再生性，所以，决定

了保护“井冈山红军标语”本体成为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合理利用革命文物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但由于老区贫困落后，投入经费不足，标语仍

以每年3%的速度在减少。 

  为充分展示遗址遗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红色标语”等遗址遗迹的有效保护，并进入“以用促护”的良性循环。我们认为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如何加强对红军标语本体的保护。红军标语保护不易，在于它特别的书写颜料和书写载体。其颜料主要是石灰、墨汁、土红粉等，且

大多书写在墙壁、门板和石壁上。长期风侵雨蚀，墙皮极易剥落，木板、石壁也会腐朽、风化，上面的字迹一旦剥去就难恢复。因此，有专业人

士不无忧虑地说，如果这些标语不加保护，不出20年就会消失殆尽。其实，对那些暴露在外的红军标语来说，揭取处理、迁移或者整体翻修是一

个最为现实稳妥的永久保护办法。纵观井冈山红军标语，井冈山行洲标语群已被列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点和列入中宣部“一号工程”辅翼

工程建设，得到了就地保护。保护工作者引进敦煌壁画的保护技术，对所有标语实行了揭取、修复、加固和复贴上墙，并对标语所依托的房屋还

进行了整体维修。而散落于其他偏远乡村的众多标语所需的巨额保护费用又如何筹集呢？ 

      （二）如何加强对红军标语的整合利用。由于种种原因，革命文物尤其是留存在广大农村的革命文物其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如，有些革命旧

址旧居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废弃，无人看管；有些旧址旧居产权归属公民个人，革命文物中的不动产产权归属混乱，绝大多数虽然归属在国家或集

体，但是，具体占用者却不一定是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难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而那些划入文保单位的标语，又大多数写在泥砖屋

的墙壁上，已开始剥落、破损。如果全部采用敦煌壁画技术，不仅要花费巨额资金，而且写在青砖墙上的标语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及时揭取。

如果没办法全部保护，能否去粗取精、弃劣存优？如果可以，在实践中又如何取舍？ 



      （三）如何将红军标语及时纳入“编制规划”中进行保护。近年来，我们通过多次对井冈山红军标语保护专题调查发现，有些村落在拆除土

房时将红军标语、漫画给破坏了，有的将原来书写在墙上的红军标语给刷掉了；有的乡镇按照规划建设要求，将古建筑、古祠堂进行翻修一新，

但没有按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而是拆掉旧材料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出现这些情况，一方面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对井冈山旅游核心

景区外的乡村在编制和调整城乡建设规划时，未将红军标语保护作为强制性内容纳人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另一方面对已申报为红军标语保

护名录但暂未批复公布的古村落、古城址、古街、古建筑及民居，没履行报批手续就开工和随意进行改造、拆建和破坏。为此，文物管理部门在

村镇规划制定中应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建议地方政府做到既能坚持保护好古村落，充分体现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特点，又能坚持人与历史文化环

境和谐、协调发展，保持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这是我们红军标语保护管理工作中亟须考虑的问题。 

      （四）在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找准红军标语保护的落脚点。红军标语和漫画是井冈山革命文物的一大特色。这些标语和漫画直

观、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党确定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资料。但这些红军标语大多书写在土木结构的干

打垒的土墙上，在新农村建设中，村镇出于规范和管理农村建设用地、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大多要求这些干打垒的房屋几年内将相继被拆

除。如何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这是文物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2011年7月29日6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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