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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了解那
段红色历史

谈到宋子枫创建赣西抗战博物馆

的故事，要从 2004 年说起。那一年，宋

子枫刚从家乡山东临清来到江西新余

做建材生意。

新余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钢铁、冶

炼工业发达。打理生意之余，宋子枫一

有空就会到抱石文化街附近的文玩市

场走走看看。

在大伯宋洋的影响下，宋子枫从小

便对文物收藏感兴趣。宋洋曾参加过

抗日战争，与敌作战时，左手臂被子弹

击穿导致残疾。“大伯家中保存着当时

的证章、标语等老物件，从小大伯就跟

我讲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除了在文玩市场“淘”文物，宋子枫

还经常到附近村民家中寻找文物。他

发现不少人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致

使很多文物被毁。那时，宋子枫暗下决

心：一定要收藏更多的文物，为文物筑

起一个“家”。

2005 年，宋子枫来到新余市渝水区

安和村寻找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

进第一师首任师长——谭斌烈士后人

的下落。来到村里，宋子枫发现谭斌家

的老房子已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然

而，他在一位邻居家中发现了一个保存

完好的旗杆头。和邻居老人交谈得知，

这个旗杆头是谭斌的遗物，是他参加长

征的见证。看到宋子枫如此喜爱，老人

便把旗杆头赠送给了他。

2011 年，宋子枫来到上海劳动妇女

战地服务团在新余的驻扎地——渝水

区横板桥村，在一位百岁老人家中发现

了一支黑色钢笔。

交谈中，宋子枫得知当时服务团女

兵就住在老人家中，这支钢笔就是抗战

将士送给服务团女兵的礼物。当时，女

兵们在横板桥期间教附近的村民写字

识字，临行前还将钢笔送给了老人。得

知宋子枫来意后 ，老人将钢笔赠送给

他，并反复嘱咐一定妥善保管。

十几年来，宋子枫步履不停，辗转

江西、山东、湖南等地，收集了 5000 余件

抗战文物。

在收集抗战文物的过程

中，宋子枫常被文物背后的故

事打动，一有时间他就会看望

抗战老兵。“江西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

场，留下了众多抗战文物。然而，大多

数文物却不为人所知。”这让宋子枫有

了办抗战文物展览的想法，他想通过这

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那段红色历史。

2013 年 ，新 余 市 开 展 一 系 列 建 市

30 周年庆祝活动。宋子枫联系到市委

宣传部领导，表达组织一场抗战文物展

览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2013

年 7 月，宋子枫精心挑选出自己多年收

藏的两百余件文物，在抱石公园东广场

展出。

第一次展出的成功，为宋子枫注入

了一针强心剂。他在心中开始规划一

个新的蓝图——创办博物馆。

建馆

“这些文物本来

就属于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赣西人民为打败

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新余需要一个抗战博物馆来展示本地

的抗战历史。”2014 年 9 月，宋子枫找到

市领导，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抗战文

物，并表达想要建造博物馆的愿望。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全

力协调。”得知抗战博物馆在选址上遇

到难处后，新余市委、市政府协调市园

林局帮助解决。

抱石公园环境清幽静谧，是市民茶

余饭后消遣的好去处。“抱石公园内有

一座仿古建筑小院还闲置着，正适合作

为博物馆场地。”市园林局负责人大力

推荐。

解决了选址问题，2014 年 9 月，宋

子枫精心挑选出 1000 余件抗战文物，以

私人展出的方式开馆，让收藏多年的抗

战文物呈现在大众面前。

申请设立博物馆，要过陈列展览大

纲审核和藏品鉴定两道关。《博物馆管

理办法》规定，申请设立博物馆，应当由

馆址所在地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初

审后，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博物馆

设立申请书、陈列展览大纲、藏品目录

及合法来源说明等材料。

经过几个月反复调查和论证，2015

年，在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的支持下，

宋子枫向江西省委宣传部提交了包括

陈列展览大纲、藏品目录、展厅设置等

申报材料，将博物馆初步命名为“湘赣

边区袁水抗日战争博物馆”。

“抗战时期新余地区曾活跃着一支

由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湘赣边区

袁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给博物馆

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支队伍。”

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说。

“‘湘赣边区’的范围过大，馆里展

厅所设置的资料不够充足。”省党史研

究专家提出反馈意见。

在党史专家指导下，宋子枫等人对

陈列展览大纲逐字逐句推敲，根据馆内

抗战文物大多出自赣西地区，最终确定

馆名为“赣西抗战博物馆”，并在陈列大

纲的内容上补充了“地下力量抗战”“新

余本土民众参与抗战”等章节。

2017 年初，修改两年多的陈列展览

大纲终于通过审核。省委宣传部、省委

党史研究室和省博物馆联合组织专家

来到新余，对馆内抗战文物进行了现场

鉴定，参与鉴定的专家给出高度评价：

“这家博物馆的抗战文物数量在全省是

位居前列的。”

文物进入博物馆，意味着藏品所有

权将由私人变为国家所有。“这么多藏

品全归国家，你舍得吗？”面对来自他人

的疑问，宋子枫没有丝毫犹豫：“这些文

物本来就属于国家。”

2017 年 7 月 7 日 ，在“ 七 七 事 变 ”

80 周年纪念日，赣西抗战博物馆正式

开馆。

传承

插上翅膀“飞”进

社会各个角落

走进赣西抗战博物馆，映入眼帘的

是白色墙面上的“勿忘国耻 兴我中华”

8 个大字。

往左望去，墙面上是一幅反映抗战

时期的漫画：前方一位战士拿着刺刀与

敌人战斗，后方老百姓正赶牛犁地。

沿着错落有致的走廊进去，便是博

物馆的主体部分——“国土沦丧”“人民

动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新

余”“赣西丰碑”4 个展厅。

“展厅以图文和实物的方式介绍了

赣西抗战历史，连接展厅的走廊上张贴

的是赣西地区抗战老兵的照片和简介，

其余几个房间是办公场所。”讲解员王

晓珍说。

王晓珍介绍，这些年他们除了做好

日常展览，还经常带着文物去学校、企

事业单位等展出，让抗战文物插上翅膀

“飞”进社会各个角落。

今年 6 月上旬，赣西抗战博物馆在

渝水区第三小学开展“红色文化移动展

进校园”活动，王晓珍为学生上了一堂

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同学们，大家知道我手里拿的是

什么吗？”

“枕头！”学生异口同声回答。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枕头，是革命

烈士谭斌的遗物。枕头侧面‘完成革

命’的文字反映的正是他强烈的爱国之

心。不幸的是，1945 年 7 月，他被混入

队伍的投机分子杀害，时年 29 岁。”在

场学生听完无不动容。

在红色讲解员的讲述下，抗战历

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吸引了一

批志愿讲解员。

家住博物馆附近的 79 岁张祥国就

是其中一位，“忙的时候，每天都有十几

个参观团，从早到晚我都在馆里。”张祥

国说，“年纪大了，我想多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

69 岁的退役军人陆建林也是博物

馆的一名义务讲解员。“我是老兵，但在

这里我是一个‘新兵’。”陆建林说，“能

够让更多人了解抗战历史，我感觉十分

自豪。”

前不久，赣西抗战博物馆与新余市

“书香行”文化协会合作，在全市寻找对

抗战历史感兴趣的中学生，利用暑假时

间进行讲解培训，培训结束后安排学生

上岗讲解。

“参加培训的学生，整个暑假每天

都泡在馆里找资料、写讲解词。经过培

训之后，学生们上岗讲解效果非常好。”

王晓珍说，在他们的努力下，抗战故事

正传向社会各个角落，尘封已久的抗战

文物正绽放着新的光芒。

8月 1日，江西新余，阳光明媚。位于抱石公园内的赣西抗战博物馆游人如织。

赣西有着丰富的抗战历史。近年来，新余市军地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保护文物的积极性。

2017年，文物爱好者宋子枫在各界人士帮助下，正式创建赣西抗战博物馆，展示多年来收藏的1000余件抗战文物。

截至目前，赣西抗战博物馆已接待全国各地游客 50万余人次，并入选第四批国家三级博物馆，被列为第六批江西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当地一张红色名片。

我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从小喜

欢老物件，现收藏红色文物 5000余件。

与 红 色 文 物 结 缘 ，是 受 大 伯 影

响。大伯名叫宋洋，1924 年出生。17

岁时，他离开家乡，参军入伍到冀南军

区。战争结束后，大伯回到家乡，在火

柴厂工作。

小时候，我常去大伯家，听大伯讲

战场上的故事，潜移默化中，我对红色

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六年级时，大伯过世了。家

人在收拾大伯遗物时，在箱底发现了

一身叠得整整齐齐的绿色军装和战争

年代的证件。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我

将大伯的遗物存放在一个箱子里，并

时常拿出来翻看。渐渐地，我对这类

物件有了特殊的感情。

长大后，我常去当地的文玩市场

“淘”一些自己喜欢的物件。再后来，

我开始在家乡做建材生意，收藏文物

更方便了。

江 西 是 红 色 热 土 ，红 色 资 源 丰

富。这些年，每到一个地方出差，我都

会去当地的文玩市场“淘”些文物，一

些 战 争 年 代 的 书 籍 、书 信 就 是 这 么

“淘”来的。工作之余，我也会到有过

战争历史的村落，挨家挨户询问村民

家中是否存有红色文物。

有一年，我路过一位农户家中时，

发现他的家中有一块写着“公开学校”

的牌匾。我询问农户这个牌匾是从哪

里来的。他回答说有一群女兵曾在这

里居住，开办“识字班”，教当地人识

字，这块牌匾就是她们留下的。我当

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

服务团留下的文物，便出价买下。

前几年，新余有一位名叫高继发

的老八路去世了，家中只有老伴和孙

女一起居住。得知情况后，我带着慰

问品赶了过去。老人向我展示了高继

发留下的证书、军功章等老物件。但

当我提出能否转卖给我用于展览时，

遭到老人拒绝。

我并不气馁，前前后后拜访了老

人 4 次，最终老人被我的诚意所打动，

决定把抗战物品无偿赠送给我。

在文物收藏之路中，我与不少老

兵及他们的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空闲时间，我常去看望他们，陪他们聊

天。一些老兵的后人甚至主动联系

我，把家中保存的文物交到我的手中。

2013 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与

易超平相识。他的爷爷易安华是江

西宜春人，1937 年在与侵华日军作战

中壮烈牺牲。得知我有创建抗战博

物馆的想法，易超平便欣然把爷爷的

家书、牌匾等文物捐献出来，这也成

为赣西抗战博物馆首批展出的抗战

文物。

2017 年，赣西抗战博物馆正式开

馆后，我邀请易超平来到馆内参观。

看到爷爷的遗物后，易超平主动担任

讲解员，向参观人员讲述了爷爷的抗

战故事。5 年来，易超平只要一有空

就会来馆，为观众义务讲解红色历史。

如今，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赣西

抗战博物馆已展出 1000 余件文物，接

待参观观众 50 万余人次。常有朋友

劝我，“年纪大了，可以歇歇脚了。”每

次我都会说，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会

一直坚持下去，让更多文物与公众见

面，让更多人了解那段红色历史。

（潘 聪、本报记者 郭冬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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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农户家中调查文物信息。

图②：宋子枫在清理馆内文物。

图③：博物馆航拍图。

图④：谭斌烈士曾使用过的枕头。

图⑤：谭斌烈士遗物——旗杆头。

图⑥：博物馆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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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战文物筑起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一个““家家””
—走进赣西抗战博物馆

■潘 聪 郭柳娉 本报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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