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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历史 揭开“面纱”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的修缮工作，要

从 2013 年刘松涛走马上任南昌新四军军部

旧址陈列馆馆长说起。

上任伊始，刘松涛积极搜集当地红色资

源。在一位老馆员那里，刘松涛得知中共中

央东南分局旧址位于陈列馆附近，却一直没

有 得 到 修 缮 。“ 离 得 这 么 近 ，我 怎 么 毫 无 印

象？”刘松涛让馆员带自己前去一探究竟。

“旧址年代久远，建筑老旧，里面还有不

少住户。”走进陈列馆附近一处狭窄的巷子，

生活垃圾遍地，墙壁坑坑洼洼。楼房内木质

楼 梯 腐 朽 不 堪 ，踩 上 去 还 发 出“ 嘎 吱 嘎 吱 ”

声。刘松涛很难相信，眼前这座破旧不堪的

建筑是一处革命旧址。

原来，20 世纪 60 年代，东南分局旧址被

划分给江西印刷厂，用作职工宿舍。

一位老住户说，旧址为砖木混合结构，因

年代久远，砖木受到侵蚀，产生不同程度的

损毁。加之，旧址地处南昌老城区，长期以来

在不同单位间流转，墙体开裂、楼梯破损、屋

面漏雨等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当年，东南分局按照中央指示，在严酷的

环境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光荣完成使命。

如今，有着厚重革命历史的百年建筑，淹没在

陋巷中。“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当走近时，

还是感到痛心。”刘松涛说。

几年间，刘松涛号召馆员反复调查、研究、

考证，整理了大量关于东南分局的历史资料。为

了推动项目进程，刘松涛四处奔走、积极协调。

2016 年，正值南昌市委、市政府筹备建军

90 周年纪念活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

馆向南昌市委宣传部提交了一份翔实的报

告，建议将旧址居民迁出，维修复原及陈列布

展，再现旧址真实面貌。

南昌市委、市政府对报告高度重视，将抢

救保护利用东南分局旧址工程纳入纪念建军

90 周年活动 12 项重点项目。

东书院街的老住户舒斯俊说：“我在这里

生活了几十年，那个巷口来来回回走了无数

次，不知道它竟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在南昌

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努力下，红色的历史

“面纱”被缓缓揭开。

“一人一户” 精准动迁

2016 年，东南分局旧址的修缮工程启动

了，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是 61 户居民搬迁安

置工作。

几十年来，住户私搭乱建了不少卫生间、

储物间等附属用房，原本拥挤的空间愈显狭

小。产权混杂、管理困难，动迁工作难上加难。

“很多住户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动员工作

要做实做细！”征迁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决定

采取“一人一户”方法，逐人逐户做动员。

齐玉莲是西湖区旧城改造指挥部工作人

员。回想当时情景，她感慨万千：“难题多多，

关关难过。”

任务下达那天，西湖区成立了以区委书

记为总负责人的指挥部和所属征收街道牵头

的分指挥部。同时，建立了“五清一档一志”

台账，详细掌握被征迁户诉求。

“光闭门羹不知道吃了多少回！”齐玉莲

说，动迁刚开始，住户肖瑞敏很排斥。得知肖

瑞敏对孩子上学有顾虑，她便四处奔走协调，

最终解决了孩子上学问题，取得了肖瑞敏的

支持。

余伟文是系马桩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回

忆那段工作经历，余伟文感慨万千：“加班到

深夜是常有的事。一天下来，嘴皮子磨破了，

小腿也麻了，再难也从没想过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动迁工作逐渐取得越

来越多住户支持。

90 岁老党员刘银珠在旧址居住了近 70

年。征迁时，家人对征迁部门提出的补偿面

积提出异议。眼看交房时间到了，老人主动

要求按既有条件交房。

动迁员余淑芳还记得那天老人说：“动迁

是为了保护旧址，也是为了宣传红色历史。

我是老党员，这回我做主了。”

“很多住户刚开始不理解，毕竟住了一辈

子了。当我们讲述了东南分局的历史后，大

多数人比较支持。”征迁过程中，动迁员想住

户之所想，逐步取得住户信任和理解，不到两

个月，旧址内住户全部搬迁完毕。

原汁原味 “修旧如旧”

居民搬迁了，如何修复？陈列馆专门邀

请了江西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旧址内建筑

结构进行全面勘察，并编制《中共中央东南分

局旧址修缮方案》。

时任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工程科

科长程文辉回忆，维修工程遵循“修旧如旧”

原则，尽量使用接近原材料的建材。

经专家考证，旧址使用的红砖灰瓦出自

湖北汉阳华兴砖厂。当年的砖厂已不复存

在，修缮团队寻遍砖瓦市场，难以找到一致的

红砖灰瓦，只好精心仿制了一批灰瓦，尽可能

做到质地、外观、颜色等与原材料一致。红砖

则采取拆除原砖方式，再经工艺手段修复，整

个过程没用一块新砖。

“如果使用现有砖瓦，修缮工作会容易很

多。”程文辉说，虽然成本增加了，但保护历史

是无价的。

南昌湿热多雨，旧址是砖木结构，易被

风雨剥蚀、发生虫蛀。为此，修缮人员定制了

一套“专属方案”：屋面更换木梁、杉木条和望

板，并铺设 SBS 防水卷材；室内板面统一挂上

钢丝网、水泥砂浆打底；地面铲除青砖和表面

覆盖的泥土，恢复杉木板地面；室外广场则铺

设螺纹钢，浇筑 c30 混凝土。

旧址外观修缮完毕后，陈列馆馆员开始

为馆内陈列摆放四处奔走。副馆长熊河水介

绍，他们查阅了大量史料，邀请省内外党史专

家共同研究，辗转安徽宣城、江苏盐城等地广

泛收集资料，编制了《陈列大纲》。

“历史不能修改，每个细枝末节处都需仔

细研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

廷玉参与了《陈列大纲》的审核，他说：“如此

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旧址，被埋没这么久，我

们要让它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展现出来……”

百年历史的红色旧址，一点一点在恢复

原貌。这个过程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熊河水回忆，听说陈列馆寻访与东南分局相

关的资料和文物，有些新四军老战士捐出当

年的毛毯、箱子、照相机等物件；还有收藏家

主动拿出藏品，不收一分钱……

开放迎客 绽放光芒

如今，踏入旧址院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组雕像和一口水井，记录了 1938 年 2 月 26

日南昌市举行 8000 人抗战歌咏大游行的历

史瞬间。

西式红砖房、雅致的门窗、两侧对称的楼

梯，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在许多红砖

上，还可清晰看到“WAY”字样。“这些红砖是

湖北汉阳华兴砖厂制造的‘鱼利’牌红砖，历

经百年，品相依然完好。”讲解员刘怡嘉介绍。

在旧址的中心位置，一组革命主题的雕

塑群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破烂不堪的

楼梯焕然一新，屋内陈列恢复完毕，仿若一个

未被时光打扰的历史空间。

刘怡嘉说：“1号楼复原了中共中央东南分

局机关旧貌，5 号楼复原了盐商家宅旧貌，3 号

楼和 4号楼作为展览区域进行布展，2号楼和 6

号楼分别为游客接待中心和综合办公楼。”

来这里任职，刘怡嘉是受姥姥影响。刘

怡嘉的姥姥 19 岁参军，是新四军五师野战医

院一名护士。听姥姥说，当年，很多同志为

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很大牺

牲。刘怡嘉的大姨就是在那时被送到老乡

家里。

入职后，刘怡嘉逐渐理解了姥姥的坚守，

自己也成为一名坚定的红色历史守护者。“讲

好革命历史，讲好新四军故事，才是对姥姥最

好的告慰。”刘怡嘉说。

在红色讲解员的讲述下，新四军历史走

进各大学校，也吸引了一批志愿者讲解员。

在“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中，南昌大学志愿者讲解员唐梦灿从 1000 余

名志愿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全国前 48 名。

“ 她 所 讲 述 的 红 色 故 事——《历 史 的 歌

声》，正来源于东南分局开展抗日救亡的历

史。”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宣传科科长

崔怡雯说。

“前不久，我们编写的《抗战号角 民族脊

梁——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课程还入选

了‘全市干部教育好课程’！”刘松涛说，在他

们的努力下，新四军故事已传向祖国大江南

北，一处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的革命旧址正绽

放着新时代的光芒。

图①: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1号楼现状。

图②：2016 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

列馆工作人员前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勘

察时 1号楼原貌。

图③：修缮后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

院落内景。

图④：2021年 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

址举行“铁军精神 薪火相传”主题教育活动。

图⑤：2017 年，施工人员在屋面更换杉

木条。

图⑥：2017年，施工人员在搭建脚手架。

图⑦：2018 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

列馆陈列保管科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修复、

登记。

照片由江西省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

馆提供

本版制图：张 锐

春暖花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东书院街21号的6栋西式红砖房游人如织。
这 6栋红砖房建于 1917年，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1938年 1月 6日至 4月 4日，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驻扎在此，负责组织指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同
时还承担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

1949年后，该地成为江西印刷厂职工宿舍区。几十年来，革命旧址逐步淹没在
市井的烟火气中，很有人知晓它的过往。2011年，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开
展，红砖房的革命历史才被重新发现，并列入江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名单。

经数年筹建，2016年，江西省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正式牵头启动中共中
央东南分局旧址修缮工作。他们坚持“修旧如旧”，还原旧址原貌，恢复馆内设施，
向公众开放。在一群红色守护人的努力下，6栋红砖房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生。

拂去岁月尘埃拂去岁月尘埃 重现当年容貌重现当年容貌
—保护修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旧址背后的故事

■付 艳 刘 琳 本报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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