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人们说，了解一座
城，要从博物馆开始。因
为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是文化积淀的容器和文
化展示的窗口。

在北碚，耳畔回响，
一场巴山夜雨淋湿了游
子的乡愁；掩卷沉思，一
部四世同堂呢喃着烽火
岁月的长歌；循声可闻，
一声汽笛拉开了卢作孚
乡建的序曲；梦里依稀，
三千名流共筑“东方文化
的诺亚方舟”……

悠 悠 文 脉 历 久 弥
新。坚定文化自信，守护
精神家园，当前北碚正聚
焦“两大定位”、做好“四
篇文章”，加快建设“百馆
碚城”，为文化建档、为历
史存根，书写生态人文新
篇章，推动历史人文资源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让“巴山夜雨地”从诗情
画意中款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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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 以“百馆碚城”书写生态人文新篇章

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国立复旦大学旧址校史纪念馆

留住记忆
建设“百馆碚城”

博物馆，承载着灿烂文明，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
梁。探寻历史遗珠，传承城市文脉，建设博物馆是一招好棋。

走进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从巴国的青铜器，宋代的
石雕、碑刻到清代的团龙纹纱服；从乡建四杰到抗战三千名
流汇北碚，再从川东名城到“三线建设”……北碚近2000年
的历史文脉在这里呈现。

“1930年，重庆第一座博物馆——峡区博物馆在北碚诞
生。”北碚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碚是一座充满山水
诗意的花园城市，也是一座饱含历史沧桑的故事之都。

唐宋时期，李商隐在此书写《夜雨寄北》，冯时行在缙云
山著书授业；20世纪初，卢作孚在北碚开拓乡建事业，使一
个贫穷落后乡场一跃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也是历史上第
一个先规划后建设的文化科技重镇；抗战时期三千名流汇
聚北碚，复旦大学在北碚夏坝办校8年，成为战时“文化四
坝”之一；建国后，北碚开启新篇章，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办
公地、川东行署区首府、中央高校建设高地及“三线建设”的
迁建区；近年来，北碚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国
家科普示范区、全国先进文化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等。

生态文化、红色文化、乡建文化、抗战文化、科教文化、
工业文化等丰富的文化积淀，众多的遗址类建筑和历史遗
存，为百馆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

按照国家对文博场馆的分类方式，北碚把区域内所有场
馆分为科教类、历史类、艺术类、其它类4类，以“政府公办、民
资独建、政企联建、政建民营、民办公助”的建设原则，采用陈
列展览、活化利用等模式，集合区内的历史遗址、工业遗产、自
然科学、文化艺术等场馆，结合城市品质提升，对闲置文化资
源实施统筹利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山
水、人文、城市”为一体的“百馆碚城”成为城市文化名片，让游
客到北碚游览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目前，北碚可利用的不可移动文化资源近100处，市
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15处，已正常开放重庆自然博物馆、
西南大学博物馆、北碚历史文化陈列馆、卢作孚纪念馆、四
世同堂纪念馆、梁实秋纪念馆(雅舍)等六七十处。”北碚区文

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北碚还将进一步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坚持

以文塑城，像爱惜生命一样，守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
产，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优秀历史文化活
态传承、创新转化，深入挖掘巴渝、抗战、乡建、生态等文
化内涵，讲好北碚故事，建好用好博物馆、纪念馆、烈士
陵园，加强非遗项目、传统村落等保护利用，加快建设

“百馆碚城”，打造有历史的城市、有特色的乡村、有情怀
的街巷、有记忆的步道、有故事的建筑、有文化的环境。

活化文物
让历史“说话”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与千百年来遗存下
来的文物“对话”，不仅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让
更多人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北碚区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加
快建设“百馆碚城”，无疑是牵住了文博事业发展的“牛
鼻子”。

如何进一步“量”“质”提升，让博物馆蕴藏的文物
资源转化为人们感兴趣的知识、喜欢听的故事，让博物
馆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滋养和文化熏陶？

“接下来，我们将构筑以国有博物馆为龙头，以非国
有博物馆为补充，以社会力量参与活化的百馆发展体
系，规划百馆线路、办好百馆展览、讲好百馆故事、开发
百馆产品、提炼百馆精神，全面提升‘百馆碚城’品质。”
北碚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全力提升国有博物馆质量。加强历史文化资
源研究，征集实物丰富馆藏，提升场馆服务水平。通过
新增重庆中国乡村建设博物馆、生态文明建设馆等场
馆，升级复旦大学旧址纪念馆、晏阳初纪念馆等场馆，力
争在2年内增加1个二级馆、2个三级馆。

其次，大力提升民办博物馆数量。整合北碚历史、
非遗、乡土、书法、美术、艺术、美食等资源，引导和培育
如彭勇根雕艺术馆、莫氏七度玻璃馆等非国有博物馆，
2年内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0家以上。

再次，提升活化项目品质。进一步丰富“雅舍书
院”“孚生叙”的文创业态，依托四世同堂纪念馆、逊敏
书院、北温泉五大名楼等场馆，引进集“产、学、研”一
体，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项目。

最后，推动城市品质提升。通过对百馆人文精神
的提炼和阐释，依托庙嘴片区、复旦大学旧址片区、吾
悦广场、嘉陵步行街等区域，策划“玉大茶庄”“松鹤
楼”“兼善餐厅”“留春照相馆”等城市记忆项目，为北
碚实现“六有”目标提供内容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三千名流汇聚北碚，
虽然留下了四世同堂纪念馆、梁实秋纪念馆等众多
遗存，但也有不少人在北碚生活、工作的印记，随着
时代变迁而淹没在现代都市中。再则北碚走出了90
多位院士，如袁隆平、向仲怀等，每人建一个馆不现
实。“目前，我们正在打造‘可阅读的城市’‘可阅读的
乡村’项目，即在名人生活、工作的原址，通过树碑、
挂牌等形式设置二维码，用文字和声音将他们的事
迹呈现出来，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北
碚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赓续血脉
讲好红色故事

194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入驻重庆，后
在北碚缙云山杉木园中修建了3栋办公楼，邓小平、
刘伯承、贺龙等领导人都曾在此办公。其中，邓小平
旧居前有一棵由他亲手栽植的马尾松，如今已长成参
天大树，枝繁叶茂、刚劲挺拔，被称为“小平松”。

“当好‘传播者’，挖掘好、传承好、讲述好红色
故事，把红色历史更立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众，既
是时代之需，也是文博人应尽之责。”北碚区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用275
件/套实物、1000多张历史照片等，以邓小平、刘伯
承、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相关历史为主线，通
过实物展示、微缩场景、多媒体等形式，生动展现了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的历史。

2020年11月，在“百馆碚城”建设背景下，北碚
区结合缙云山综合整治工作，深挖缙云山历史文脉，
聚焦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讲好革命故事，赓续红色血
脉，正式开展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一期）。

目前，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
陈列馆已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用好
红色资源，注重深化保护管理、内容建设和开发
利用，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发展红色旅游、推
进城市更新结合起来，是我们加快建设‘百馆碚
城’的重点工作之一。”北碚区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说。

当前，北碚纳入市级革命文物名录的文保单位
共有7处，涵盖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
址、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王朴烈士陵园、中共重
庆北区工委旧址（逊敏书院）等。

接下来，北碚还将做好国立复旦大学重庆
旧址、老舍旧居、逊敏书院、王朴烈士纪念馆、张
自忠烈士纪念馆的保护修缮、陈列展览和活化
利用等工作，重点提升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
办公地旧址的服务水平，创作红色情景剧，打造
红色大舞台，开发“红色记忆”文创产品，打造具
有时代记忆”的文创项目，力争将中共中央西南
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建成全市乃至全国的党史
学习教育基地，申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做好革命题材的创作，编辑出版《西南局故事
集》等书籍，制作红色短视频内容，持续线上线下宣
传推广，发挥好革命文物教育阵地的作用。

让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活在当下、服务当
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北碚未忘
来时路，百馆薪火永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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