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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革命旧址的保护与利用

张萍 陈华

嘉兴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梳理了嘉兴市域革命旧址的发展脉络与系统联系，提出了优化嘉兴市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的策略：加大

研究力度、扩展保护内容，创新理念方法、增强保护意识，更新保护技术、加大保护力度，丰富展示模式、活化历

史资源，严格保护机制、完善保护制度等，以为嘉兴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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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是近代以来见证我国各族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反映革命

文化的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
[1]
从保护级别来看，革命旧址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特定类型，具有政治性、革命性、先进性等

特殊的内涵及特征，是可移动革命文物和革命精神、名人事迹、戏曲诗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地，展示地。
[2]
从历史时期来

看，革命旧址既包括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史迹和遗址等，也涵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

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迹、活动旧址等实物和代表性建筑(也被称为红色文化遗产中的物质文化遗产)。
[3,4]

2005 年，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ICOMOS)下设国际要塞与军事遗产科学委员会(ICOFORT),开始关注包括历史古迹和战场遗址在内的近现代建筑遗

产，近年来，其保护对象也逐渐由建筑本体扩展到周边环境、遗产廊道和遗产区域性的整体保护等。
[5,6,7,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红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也批复国家文物局成立革命文物司，政府

职能部门还相继出台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2019)》《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文件政策，强调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好

革命文物。
[9,10,11]

嘉兴市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在革命旧址保护和利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缺乏核心精神、缺少市

域整体性保护规划及长效保护机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嘉兴市域内革命旧址进行梳理，分析其价值特色和在保护方

面存在的问题，希望构建分层级、可适性的保护发展模式和利用策略，为丰富和完善嘉兴市革命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2

一、嘉兴市革命旧址保护现状

嘉兴地处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是古代江南水乡城镇格局演变的标本，也是望吴通越、襟湖带海的多元

文化交融之地。嘉兴以南湖、红船为标志的红色文化在全国地位突出，根据调查统计，嘉兴市目前市域范围登记的不可移动革

命旧址有 82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有 1048 件，
[12]
2022—2023 年，嘉兴有 25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 334 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入

选浙江省第一批和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13,14]

保护级别上，嘉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南湖中共“一大”会址、茅盾故居等

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魏塘叶宅),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8 处(新四军北撤司令部旧址等),市级文物保护点 12 处(嘉桐工委

新塍联络处旧址等)。嘉兴城乡革命旧址可以说是分布范围广且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见图 1)。

图 1 嘉兴市重要革命旧址分布图(资料来源：自绘)

近年来，以嘉兴红色和抗战文化遗产为代表的革命旧址保护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保护点到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嘉兴市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革命旧址保护体系和制度。2015 年，嘉兴市提出了建设新时代

“重走一大路”工程；2018 年，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共同印发了《嘉兴市加快中心城市品质提升打造国际化品质江

南水乡名城的实施意见》,提出“禾城文化复兴行动”,实施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工程，推进“一大路”沿线的火车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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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昆线嘉兴站场及站房、宣公弄区域提升、狮子汇渡口提升工程，重建鸳湖旅社、兰溪公所等，形成体验式项目。2018 年，嘉

兴市批准《嘉兴市南湖保护规划》。同年，嘉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全国两个先行先试开展红色旅游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城市

之一，率先完成红色旅游资源普查工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制定《红色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提供了基础和参考样本。
[15]
2018 年，嘉兴市还发布了三大红船精神主题游线，将嘉兴市全域 42 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点)串点成线，进一步规划以中共一

大会址为核心串联起省内众多小体量革命纪念馆。2019 年，嘉兴市印发《嘉兴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9—2022 年)实施方

案》,进一步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2021 年，浙江省实施革命文物专项调查、革命文物抢救保护、革命文物管理研究、革

命文物传播弘扬、革命文物活化运用五大工程，全力守护浙江红色根脉，积极打造浙江“红色地标”,推动革命文物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随着东塔弄碉堡被列入历史建筑名录、香花坝桥碉堡被列入嘉兴市文物维修项目，越来越多的军事工事、抗战遗址、

纪念碑刻等革命旧址受到保护和重视。

二、嘉兴市革命旧址的价值

新时期必须充分认识到革命旧址在传承红色根脉、繁荣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等方面的重大价值。
[16]

(一)历史文化价值

红色遗迹和抗战遗存是嘉兴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抗击英军的重

要战斗场所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的前沿阵地，以“苏浙国防工程”、老沪杭铁路等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遗址在中

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17]
这些文化遗产是研究革命历史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教育宣传价值

革命旧址承载的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信念。
[18]
南湖革命纪念馆、嘉兴地方党史陈列馆等

代表性纪念场所，是了解历史、缅怀先烈的重要场所。利用革命旧址讲好嘉兴红色故事对传承红色基因、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等具有重要的宣传教育价值。

(三)军事纪念价值

嘉兴地区是江南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保存有侵华日军炮楼、王江泾长虹村碉堡群、百人坑等日军侵华铁证，包

括抗战遗址在内的历次战争遗存和旧址可以反映双方作战场景、战略部署和交战情况，是研究中华民族抗击外敌战术、战略的

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军事纪念和科学研究价值。

三、嘉兴市革命旧址保护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嘉兴城乡革命旧址分布零散、类型众多，缺乏整体规划，多数知名度不高，其价值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现还

存在对革命旧址和文物调查建档工作不够、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展示利用方式较为单一、保护机制尚不完备等问题。

(一)调查建档工作做得不够

嘉兴市目前对于革命旧址的调查统计与文献整理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有一些革命旧址建筑和文物分布位置、现存状况等基

础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实，各革命旧址的价值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历史脉络和联系尚未充分挖掘。迫切需要在积极抢救、合理保

护的前提下，对嘉兴市革命旧址进行全面深入、准确的调查和数字化建档；对于历次战争遗存和旧址，因为范围大、分布广，

历史信息残缺严重，其与环境融为一体难以辨认，需要对具体阵地地理位置范围等历史信息进行及时确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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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意识需要加强

革命旧址受损原因包括自然以及人为因素，近年来，美丽城镇建设使得嘉兴村镇整体格局和面貌更新较快，但包括革命旧

址在内的文物保护与地区旅游开发存在矛盾，
[19,20]

另外，一些地方领导和村民对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和红色文化遗产重视不够、

保护意识弱，导致一些建筑以保护的名义遭受粗放施工以及粗制滥造材料的替换破坏，使得建筑失去了历史原真性。如嘉桐工

委新塍联络处旧址本体得到较好保护，延续原有风貌，但是周边民居经过改造，外墙贴砖、风格统一、颜色鲜艳，造成整体环

境氛围不协调。

(三)保护技术手段相对落后

目前，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外，一些革命旧址特别是下面村镇战争构筑物和遗址由于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只

是简单进行维护，很多处于闲置状态，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破损、残缺、老旧等问题；一些革命旧址因为保护观念和方法陈旧，

缺少科学、专业的保护修缮技术手段指导，保护效果不好。如与“重走一大路”相关联的宣公弄区域修缮过程中历史建筑几乎

全部重新建造，虽然尽可能地进行了原貌的复原，但建筑内部设施和外部环境流失了历史原真性，使革命旧址整体风貌失去其

年代特征。

(四)展示利用方式较为单一

嘉兴市目前革命旧址主要以纪念馆、陈列馆等陈列展示方式为主，以独立、分散的单体旧址内部空间原状展示为主，
[21]

展

示有些说教式和灌输式。红船精神等特色展示体现不足，活化利用数量较少，只涉及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缺乏与特殊遗产相关

的深度互动体验。嘉兴市区与下辖县(市)的革命旧址布局分散，嘉兴全域范围的特色展示体系框架仍不够清晰，现有的单一景

点展示利用模式难以形成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塑造特色片区、文化线路和文化路径，构成复合展示体系。

(五)保护机制制度尚不完备

嘉兴全域革命旧址资源分布，县(市)多、中心城区少，革命文化遗产的管理机制尚未完善，加之各县(市)各自为政，文化

资源统筹困难、管理效能偏低。对革命旧址各级保护对象再利用存在政策落实不力、功能定位不准及管理职责不明等问题，文

物的保护和再利用未能得到有效结合。现有《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嘉兴市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等管理条例，缺少全域

历史建筑动态监管体系、保护修缮体系、活化利用体系等制度，没有突出红色文化的资源特色，需要进一步增强制度的灵活性、

提高管理效率。

四、优化嘉兴市革命旧址保护与利用的策略

深入挖掘嘉兴市域红色文化内涵和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16]
需要我们构

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革命旧址整体性保护策略。

(一)加大研究力度，扩展保护内容

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深入发掘嘉兴革命旧址的价值。建议开展革命旧址专项调查，不断更新革命旧址和尚未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名录，为建设市域革命文物资源数据库奠定基础。需要补充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革命

旧址名录，做好保护维修、展陈设计和基础设施完善工作；注重近现代战争遗址如老沪杭铁路——苏嘉铁路(嘉兴段)文化线路

价值的挖掘，整体保护铁路沿线周边重点站房、工业遗产等相关历史遗存与信息；扩展与红船精神相关的革命旧址的保护内容，

将反映革命旧址事件及历史场景的周边自然和历史环境纳入保护范围，更好地延续以嘉兴红船精神为核心的地区红色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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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

(二) 创新理念方法，增强保护意识

要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要求，用创新理念方法和手段，依托革命旧址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提升革命旧址保

护的公众参与性、体验性，多探索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多渠道扩大嘉兴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如 2022 年，利用“浙江革命文

物青年说”短视频大赛创新传播渠道和展示方式，通过青年在革命旧址拍摄创意短视频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广泛宣传推广红色

精神，就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22]

要提升地方各级部门和群众对革命旧址类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的认知度，让大家主动参与到文化

传承弘扬与文物日常维护和保护修缮工作中，实现民众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

(三) 更新保护技术，加大保护力度

充分发挥南湖红船为核心的革命旧址文化资源优势，根据革命旧址的类型特征、保存现状和环境特征等实施分级、分类保

护，依据价值特色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有差别的保护修缮技术手段，确保革命文物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风貌特色的完整性和红

色文化的延续性。顺应建筑遗产数字化、信息化发展趋势，不断更新保护修缮技术，培养专门保护人才，利用 GIS(地理信息系

统)、BIM(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技术建立革命遗产的信息管理平台，进行遗产信息的处理和后期监测活动，实现遗产保护项目

全周期维护运营管理，提高展示利用的有效性。

(四) 丰富展示利用模式，活化历史资源

遵循“全面保护、重点展示”的原则，突出“南湖红船”的核心地位，梳理嘉兴全域红色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系统联系，

市域层面提炼出特色文化遗产线路和文化遗产片区的文化特质，按照遗产点-廊道-片区联动的方式进行有序综合展示利用；中

观层面根据价值一致性原则优化整合，连点成线、成片，通过“重走一大路”等多样化的文化路径及游线组织，探索革命文物

本体与嘉兴运河文化带、江南水乡传统格局风貌的集合展示思路；遗产点层面针对嘉兴市革命旧址不同的建筑类型和空间特征，

利用云平台、AI 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数字博物馆、VR(虚拟现实技术)等沉浸式体验和多样化展示方式对革命旧址相关的历

史事件、生产活动等场景进行情境还原演绎，
[23]

探索利用建筑空间特点策划增加文化空间、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增强群众参

与感和幸福感。

(五) 严格保护机制，完善保护制度

积极探索和制定整体的嘉兴革命旧址保护、修缮、利用管理方面的程序与办法，完善地方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法律法规，

积极引入创新机制和办法，协调文物保护部门、国土空间规划部门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积极构建革命旧址动态监管系统，强

化监督制度，确保与嘉兴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及其他规划的良好衔接。嘉兴市各级政府需要打破市域和区

域范围内行政边界的管理壁垒，加强中心城区与下辖县(市)的文化项目管理协调，从市级层面全面统筹革命旧址的保护、修缮

和利用等相关工作。顺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杭州等周边城市积极衔接并建立系统性保护体系。

总之，加强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是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应该紧跟新时代发展趋势，突出嘉兴全

域红色和革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系统联系，构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革命旧址整体性保护策略，以更好地发挥嘉兴革命旧

址的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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