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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战役遗址保护利用的探索和研究

——以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为例

余书敏
*1

【摘 要】: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大型战役遗址，是国内战争主题遗存的典型代表，对其保

护对象的认定应根据战役内涵要素进行分类和评估，这样有利于阐释和还原战争历史的原貌而不是战争实物实体的

原貌，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其专门的保护、管理和阐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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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战争与和平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黄炎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到轰轰烈烈的近现代革命，深刻的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历史上这些伟大的战役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在学者的研究报告之中，也有的已经成为遗址、土垣，

或被掩埋。作为这种特殊文物类型、具有独特文物价值的战役遗址，除了缅怀苦难、慰藉和平之外，当代如何对其进行的有效

的保护和利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四川作为我国的文物大省，全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9 处（第 1-7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8 4 处（第 1- 8 批），

其中是以“战争”为主题公布的共有 9处（统计见附表 1），约占比全省文物总量的 0.12%，可见这类遗存数量较少，且对其的

保护、管理、利用相对落后。这 9处文物保护单位中，“泸州神臂城遗址”和“云顶山遗址”有望纳入“川渝地区宋末抗元遗

址群”的申报，将对其进行总体的保护和利用；其余的 7 处文物保护单位中，“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规模最大，遗存类型

最丰富，其社会影响力深远，是我省唯一的大型战役遗址，也是四川省文物价值、社会价值最高的战争主题的遗存。所以，古

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在四川战争主题的遗存中，特别是革命战争主题遗存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1]
，对其的保护、管理、利用的

研究也有探索的必要。

附表 1：四川省战争主题遗存统计表（国保、省保）

公布名称 公布类型 年代 级别 备注

泸州神臂城遗址 古遗址 南宋 国保 古战场遗址

云顶山遗址 古遗址 南宋 省保 古战场遗址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近现代 国保 战役遗址

1 作者简介:余书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物馆馆员，四川 成都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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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红军长途中强夺铁索桥

战役的纪念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近现代 国保 战役纪念地

护国军棉花坡战场遗址 同上 近现代 省保 战场遗址

马岭山红军阻击战场遗址 同上 近现代 省保 战场遗址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渡口遗

址
同上 近现代 省保 战斗遗址

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遗址 同上 近现代 国保 战斗遗址

黄猫垭战斗遗址 同上 近现代 省保 战斗遗址

一、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基本情况

古蔺地理位置位于四川东南部，与贵州接壤，赤水河沿古蔺县边界由南往东向北流入长江。1935 年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

义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集中约 40 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红军决定北渡长江，挺进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战役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展开和形成了。
[2]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分布广，涉及古蔺县的太平镇、二郎镇、双沙镇、鱼化乡、观文镇、龙山镇、皇华镇、东新乡、土

城镇 9个乡镇，共有遗存点 11 处
[3]
，包括：太平镇红军驻地、太平渡渡口、二郎红军街、二郎滩渡口、双沙毛泽东及总司令部

驻地旧址、鱼化红军村、金星乡岭上红军驻地旧址、东新乡正峰寺红军驻地旧址、土城乡改路沟红军驻地旧址、观文云庄四渡

赤水战斗遗址、镇龙山奔袭战战场遗址，保护范围面积约 147.82 公顷。
[4]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不仅分布范围广、遗存点多，遗存类型复杂也是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大特点：其中渡口 2 处；战场

遗迹 2 处；传统村落（老街）2处；文物建筑共 8处 138 栋建筑；附属文物 4处 17 幅红军标语、2块渡口巨石；可移动文物 400

多件。除遗存本体之外，遗存环境也在保护对象之列，主要分为三类：即遗址周边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传统街

巷空间。

二、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价值评估

国内对红军四渡赤水这场战役的研究相对充分，主要评价如下：1935 年月至 3 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和尚，

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5]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

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

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6]

那么，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作为这场战役的实物遗存，其文物主要体现在历史价值、研究价值（科学）和社会价值三个

方面，这也是其文物的核心价值，这对后续的保护和利用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文物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价值：是中国革命史、军事史的重要史迹；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实证依据，是红军长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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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战役遗址的典范。二是研究价值：充分体现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指挥才能和卓越的谋略水平，是研究运动战、游击战等战略

战术的重要史迹；是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军事史的实物材料。三是社会价值：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使其成为古蔺、四川乃至全国的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全国红色文化、革命遗址、战役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社会

发展必须继承的民族精神，对发扬红军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目前的主要问题

作为川内唯一的大型战役遗址，其文物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无言而喻的，但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问题体现在保护、

管理、和利用三个方面。

一是本体保护的主要问题：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遗存点多、遗存类型复杂，如太平镇、二郎红军街分布了大量的文物建

筑和传统民居，其建筑保存的状态各不一样，更有甚如鱼化红军村的部分文物建筑残损严重，还面临垮塌的危险。遗存本体的

破坏速度和影响因素差异性也非常大，遗存所处环境的承载力不一，有的受城镇化威胁较大，如镇龙山奔袭战战场遗址等。二

是文物管理的主要问题：除了偏远地区的文物管理的普遍不足之外，其管理上还面临一些特殊困难，如跨区域文物管理部门的

有效性问题，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是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的，但是在管理上分属四

川、贵州二个省的不同文物管理部门。另外，由于各遗存点分布在 9 个乡镇，文物管理部门与其它政府职能部分的协调问题都

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三是展示利用的主要问题：目前各点的展示情况几乎是各自为政、参差不齐，并未有效的阐释这场伟大

战役的历史面貌，且分属四川、贵州二省的同一“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展示体系。另外，作为全国 100 个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还缺乏科学的游览线路，与全国红色旅游的链接也较薄弱。

四、国内外有关战争主题遗址的保护利用情况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关于战争主题的遗址其主要有“某某战场遗址”“某某战斗遗址”“某某战役遗址”

“某某战旧址（遗址）”“某某古战场”等，通过辨析主要分为：其一，以战场、战争地命名，如钓鱼城古战场、冉庄地道战

遗址；其二，以战争、事件、革命人物纪念地命名，如甲午战争纪念地、延安革命纪念地、泸定桥（红军征途中强夺铁索桥役

的纪念地）；其三，以军事设施命名的，如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西炮台遗址；其四，以战役命名的，如平型关战役遗址、台

儿庄战役遗址等。但是我国在文物保护工作中，通常将战争主题类遗址归类为“大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或者口头上说的“革命遗址”，并没有一个明确准确的类别，也没有一个命名定性的标准，可见国内对这类遗址缺乏相关的基

本概念研究，对其保护方法和保护理论的研究也同样滞后，往往忽视了这类遗址特殊的军事特性、纪念特性和废墟审美特性，

并未将它从一般革命遗址或文化遗址中分列出来，进行有差别、有针对性地保护与利用
[7]
。然而，国外较早地就对战争主题的遗

址进行了保护和利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美国战场保护程序法（1996 年）》、关于战场遗址保护的 VIMY 宣言等，形

成了一些成熟的保护与利用的方法，并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实践成果，如法国诺曼底登陆战遗址、土耳其加利被利战役遗址、美

国内战遗址，这些遗址通过其独特的军事特性或纪念性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地和文化景观，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国内外两相比较，我国对战争主题遗址的基础研究、法律法规、保护利用方法等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大型战役遗址领

域的保护利用实践更是如此，因此，下面就以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为例，提出大型战役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的方法，可

作为国内同类型遗址的参考和借鉴。

附表 2：保护对象内涵要素分类

战场 太平渡渡口、二郎滩渡口、观文云庄四渡赤水战斗遗址、镇龙山奔袭战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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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驻地
太平镇红军驻地、二郎红军街、鱼化红军村、金星乡岭上红军驻地旧址、东新乡正峰寺红军驻地旧址、土城乡

改路沟红军驻地旧址

军事旧址
总司令部旧址、总政治部旧址、宣传队驻地旧址机要处旧址临时医院旧址红军银行旧址地下党活动旧址红军 先

遣营营部旧址红军架桥指挥部旧址工兵驻地旧址军事法庭驻地炊事房旧址等

名人纪念地 双沙毛泽东旧址、彭德怀、杨尚昆驻地旧址

战略地形 赤水河两岸的地形地貌、观文云庄的地形地貌、镇龙山奔袭战场地貌

作战痕迹 红军标语、战斗工事、弹孔等

可移动文物
红军浮桥门板、红军印章、口笛、银戒指、医书、马鞭、枪、炮、红军盆、碗、鞋、红军布告、苏维埃纸币、

铜币、银元等共 400 余件

五、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保护

（一）战役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一贯之“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在文物保护的指导

思想下，战役遗址的保护原则应坚持：①文物保护的“完整性”、②文物保护的“真实性”、③文物保护的“延续”、④军事

特色的“特色性”。需要着重的是，作为大型战役遗址，不同于其它革命遗迹和文化遗址，具有独特的纪念气氛和废墟审美特

性等，需要在保护工作中突出、重视和体现。

（二）保护对象及其内涵要素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保护对象，几乎包含了一个大型战役的所有遗存载体：有战场、军事驻地、军事指挥部、名人纪

念地、战略地形、作战痕迹等。按照战役遗存载体的内涵要素进行保护对象的确认，更有利于阐释和还原战争的历史原貌而不

是战争实物的原貌，所以，对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保护对象的梳理和确认见附表 2，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其独特的符合战争主题

的评估系统，对其原真性和完整性进行分类评估，分析其主要破坏因素和破坏速度，根据其保护现状、要素价值、延续性三个

基点进行综合评价，作为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展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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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性保护方法

大型战役遗址的保护方法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框架下，需注重对战役遗存各组成要素的保护，达到文物核心价值的有效

保护和利用。所以，还需从分级分类保护、重点保护和整体保护、本体保护技术措施三个方面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法。

一是分类分级保护。根据保护对象的内涵要素进行分类，实施分类保护，将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各文物点进行分类，

分为 I战场遗存、II 部队驻地、III 军事旧址、IV 名人纪念地、V 战略地形、VI 作战痕迹六类，各类制定其独特的保护技术措

施和评价标准，如对 I 战场遗存的重要地形、渡口、侦察点、掩护和埋伏处、障碍物、路径等提出各项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对

VI作战痕迹的炮火轰炸产生的岩体坍塌、地面坑洼(弹坑)、起伏变化、建筑物的坍塌及表面弹痕等提出各项针对性的保护对策。

在此基础上，对各类遗存要素再进行分级保护，按照其遗存保持现在和价值分为 A级、B级、C 级三级（或四级），通过分级的

标准化和具体化，采取有差别的保护力度和实施侧重，有所权衡和取舍，使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得到最合理、最有效的保护。

二是重点保护和整体保护。在对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保护对象的分类和分级的基础上，提出重点保护对象：I战场遗存—

—太平渡渡口、二郎滩渡口及赤水河两岸的地形地貌，II 部队驻地——太平镇红军驻地、二郎红军街，III 军事旧址——总司

令部旧址、总政治部旧址、临时医院旧址，IV 名人纪念地——双沙毛泽东旧址，并根据上述各重点保护对象的破坏速度和破坏

程度实施重点保护工程。除此之外还应对红军标语、红军布告、军事器械等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加强对红军家属、革命歌谣

等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以此达到对文化遗存的整体保护。

三是本体保护措施。保护措施是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古迹及环境进行保护、加固和修复。文物本体保护措施在当前应进行

濒危文物建筑的抢险加固工程，解决文物建筑的安全隐患，然后进行战场遗迹的防护加固和重点修复、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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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设施建设工程，日常加强保养及监测。

附表 3：各遗存点保护措施表

各遗存点名称

文物保护工程

日常保养及监测

保养维护工程 抢险加固工程 修缮工程 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

太平锒红军驻地 ● ● ● — ●

太平渡渡口 ● — — — ●

二郎红军街 ● ● ● ● ●

二郎滩渡口 ● — — — ●

双沙毛泽东及总司令部驻地旧址 ● — ● ● ●

鱼化红军村 ● ● ● — ●

金星乡岭上红军驻地旧址 ● — ● — ●

东新乡正峰寺红军驻地旧址 ● — ● — ●

土城乡改路沟红军驻地旧址 ● — ● — ●

观文云庄四渡赤水战斗遗址 ● 一 ● ● ●

镇龙山奔袭战战场遗址 ● ● ● ● ●

六、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管理

政策层面的支持与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实现有效保护和管理的必要条件，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应从管理机构、编制保护规

划、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等方面加强。

（一）健全管理机构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分布面积广、遗存类型多样、管理难度大，古蔺县应将文物部门、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管理

部门统一协调，设立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管理委员会（后称管委会），管委会下设各遗存点文物管理处，加强文物本体保护、

监测等专业研究人员的引进与培养，增设的文物信息管理、监测分析、保护工程实施等部门要求，调整细化专业分工与管理人

员配置。管委会应加强与贵州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管理单位进行的协调和统筹，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使文物保护能实

现全面整体的管理和利用。

（二）利益相关者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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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虽然是公共资源，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管理，但文物遗存并不一定全是国家产权，如太平镇和二郎镇有些文物建

筑属私人产权，观文云庄战斗遗址属集体产权，并且在文物保护利用的过程中，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利益需求也不一样。所以，

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明确其各自的管理和职能范畴，各利益相关者协同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三）编制文物保护规划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处于“四有”的保护管理阶段，尽快编制文物总体保护规划和重要

遗存点的专项保护规划，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法规性文件，是遗址管理保障体系的基础工作。通过保护规划划定各遗存点的保

护区划及管理要求，有效的协调文物保护、城乡建设、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形成合力，使文物保护符合新形势下的保护管理

要求。

（四）各类规划衔接和管理

在文物保护规划的前提和框架之下，各类规划的衔接也是这类大型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需要跟古蔺县城镇体

系规划、县旅游发展规划、县十三五交通发展规划等上位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还需要跟涉及的各乡镇规划、各传统村落保护

规划进行横向的连接和协调，以保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执行。

七、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利用

从利用的现状来看，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是国家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节点，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遗存点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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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镇也面临着国家如火如荼的城乡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处在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大趋势中，对其的展示利用是非常急

迫而重要的，需要从文物核心价值为基础的阐释体系、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展示利用的分区及线路、展示利用的方法等方

面厘清思路和工作路线。

（一）文物核心价值为基础的阐释体系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文物核心价值，首先是作为在我党甚至是近代战争史以来这场重要战役的实物遗存，较次是它的

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其次是艺术美学价值、经济价值等等。所以，在对其核心价值的确认和梳理上，明确其阐释体系应以体

现战役物质和时空的原貌原状及其所存在的历史环境为基础，即以作战内涵要素的本体展示为主，战争特性的纪念性展示为次。

I作战内涵要素的本体展示包括：战场遗迹遗址、军事旧址或部队驻地、名人纪念地及其战争历史环境的展示。II 战争的肃穆

庄严的纪念性展示包括：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红军墓地、纪念雕塑等。III 叙事性和场景性的交互体验包括：声光电交互

性体验、演艺活动等。在上述阐释体系的框架下，根据《古蔺县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结合各文物点的基础资源条件，展

示利用重点区域为，a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公园（以太平渡渡口、二郎滩渡口及赤水河两岸的地形地貌、太平镇红军驻地、二

郎红军街为依托）和观文云庄战斗遗址公园、b双沙毛泽东旧址、c 代表性的军事旧址（总司令部旧址、总政治部旧址、临时医

院旧址、战地医院等）。

（二）展示利用的分区、分级及线路

古蔺县在中国白酒金三角、赤水河流域综合开发遇、红色旅游综合开发的机遇下，着眼于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所

在的大环境，根据其分布特点，将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分为 3 个展示区域，作为遗存展示的基本分区。东部区域：以

太平、二郎为中心，以东新乡、土城镇为辅，西部区域：以双沙为中心，以观文为辅，中部区域：以龙山为中心以鱼化乡、皇

华镇为辅，在此基础上设置东部重点展示线路和中西部辅助展示线路将各区有机的串联。

根据其展示利用程度的不同，将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分为重点、次重点、次要、3 个展示级别：I重点是 3个核心

展示区：太平镇红军驻地与太平渡渡口、二郎红军街与二郎滩渡口、双沙毛泽东及总司令部驻地旧址，为开放展示区。II 次重

点是 2 个展示区：观文云庄四渡赤水战斗遗址、镇龙山奔袭战战场遗址，为局部开放展示区。III 其他遗存点为次要展示区，原

则上不对外开放展示。

（三）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

需要注意的是，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的核心展示区的重点展示对象，很大一部分是以太平镇、二郎红军街为载体，清乾

隆年间，“太平——二郎”古镇已成为川盐转运的重镇
[8]
。现存有大量的清代民居建筑和民居院落，呈现出“台、吊、挑、梭、

靠、错”立体的场镇形态。旧文化在新文化诞生时并没有消失，而是经过重新选择、转变和解释后与新文化形成了多重文化时

空上的叠合，呈现出盐运文化、古镇文化与长征文化并存的状态
[9]
。所以说，在对太平——二郎的保护利用上，还必须采用复合

的多维度的角度和方法，其盐运文化、川南古镇文化、酒文化等也是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阐释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

八、研究结论及讨论

结论：

（一）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大型战役遗址，是国内战争主题遗存的典型代表，其不但具有突出的普遍

价值，还具有战争主题遗产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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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对象的认定应根据战役遗址内涵要素进行分类和评估，即按照战场遗址、军队驻地、军事旧址、名人纪念地、

战略地形、作战痕迹、可移动文物进行归类，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阐释和还原战争历史的原貌而不是战争实物实体的原貌。

（三）在对战役遗址内涵要素归类的基础上，各类分别制定其独特的保护技术措施和评价标准，并进行分级分类保护。

（四）大型战役遗址的保护管理上，应从系统化管理机构、编制保护规划、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三个方面加强，解决跨区

域、跨部门、跨规划的难点。

（五）大型战役遗址的阐释展示体系，应以体现战役物质和时空的原貌原状为基础，以战役遗址内涵要素的本体展示为主，

战争特性的纪念性展示为次。

讨论：

古蔺四渡赤水战役遗址，具有大型陆战战役遗址的各内涵要素，并未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战役，比如海战、空战、游击战、

敌后战等不同物质条件下的战争情况，也未涉及到古战场等时间较为久远的历史遗存，那么在不同环境下的战役战场遗址的保

护利用的理念和方法不尽相同，所以这些领域期待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目前国内对战争主题遗存的基础研究、法律法规、保护利用方法等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可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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