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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红色文化资源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
多。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福建省不仅是中央苏
区的核心区域，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地，众多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活动
地。福建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新中国的
成立和全国解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这片红土地上，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得以保留。福建省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两批
革命文物名录，其中登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 1831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更是高达
143033件（套），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32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
752处。红色标语为革命文物的一种重要类型。这些革命文物，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其中红色
标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开展政治宣传、加强
思想动员的创新形式和重要手段，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革命文物资源。

福建红色标语概况

为了全面了解福建省的红色标语情况，福建省开展了全省的广泛调查。调查范围
覆盖了全省各个设区市、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红色标语，截至2023年12月，福建省
共填报了652处3643条红色标语，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其中龙岩市211处1369条，三明
市 147处 1240条，泉州市 47处 242条，南平市 109处 156条，福州市 13处 177条，宁德
市20处163条，漳州市56处105条，莆田市22处103条，厦门市14处16条。初步摸清
了全省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的资源底数、保存状况和管理情况，这些数据为深入研究
福建地区的红色标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红色标语的传播和影响是广泛的。目前发现的福建最早的标语是长汀县博物馆馆
藏的“革命者来”墙头标语，为 1927 年南昌起义军进入长汀城后刷写的。此外，还
有许多反映福建红色标语内容的珍贵资料，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政治部 《革命
标语》 小册子等。这些资料为我们全面了解福建红色标语的内涵和意义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

福建的红色标语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留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有所体现。
全省 84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有 77 个县级单位有红色标语的留存，占比约为
91.7%。特别是上杭县、永安市、永定区、连城县、沙县区、尤溪县、建宁县、清流
县、新罗区、武平县等地的红色标语数量较多，这表明在革命时期，这些地区是重要
的革命活动区域。

除了不可移动的红色标语外，还有一部分可移动的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福建博
物院和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是收藏可移动红色标语的主要单位。其中，福建博物院
馆藏的16件（套） 174条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宣传品，以
纸为载体，保存状况良好。这些珍贵文物是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福建地区红色标
语的重要资料。

福建红色标语研究与修复

福建省对红色标语的研究工作起步早，龙岩市新罗区早在 1975年前就开展了全县
的红军标语调查，并就标语内容、书写单位、所在地点（分公社、大队、小队栏）、保
护人或保护单位等进行登记。之后在全国文物普查中对红色标语也颇为重视。

研究成果方面，正式出版的专著有《红色印迹 福建永安红色标语集锦》《中央苏
区 （闽西） 红军标语图志》《福建省革命旧址图录·三明市红色标语》《三明市红色标
语图册》，非正式出版有《中国工农红色东路军东征漳州 红色标语》《闽西连城苏区红
色标语》《红色鉴证 追寻初心——尤溪中国工农红军标语图册》，期刊论文有30余篇。
其中《中央苏区（闽西）红军标语图志》对闽西红军标语进行全面的收集统计，《福建
省革命旧址图录·三明市红色标语》精心采集了三明地区的红色标语，图文并茂地展
示了三明地区红色标语的全貌，梳理了三明市红色标语的分期历史背景，分类内容分
布情况、保存现状问题、病害类型、保护利用建议和展示利用建议等。这些既有基础
性的，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缺乏全省性的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福建各省级文物保护机构都颇为重视红色标语的保护工作。2018年，
福建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编制了 《福建泰宁岭上街红色标语墙修缮工程设计方案》。
2019年制定了《福建宁化陈塘红色医院红色标语保护方案》。2021年，福建省文物保护
中心启动了“福建永安小陶镇大陶口村慎德堂民居红色标语清理加固和数字化保护试
验”项目。该项目不仅对红色标语进行了必要的加固处理，更是结合现代科技，进行
数字化保存的探索，让红色历史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焕发新的生命力，为我们传承红
色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2023年，福建省文物保护中心配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实
施了“福建上杭梦宏居标语病害现场仪器检测和保护加固小范围试验”项目。该项目
借助先进的仪器对标语病害进行了精确检测，并进行了小范围的加固保护试验，确保
珍贵的历史遗迹得到更好地保护，让后人能够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深沉。

福建红色标语展示利用

近年来，福建省文物局高度重视红色标语的保护利用工作，并全力推动龙岩、漳
州和省直单位开展红色标语专题展览。目前，已成功举办了“红色印记 革命珍宝——
中央苏区 （闽西） 红军标语展”“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助力老区
发展”，以及“红色回响——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红色标语展”。同时，福建
省各博物馆、纪念馆和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内也先后开展了多项红色标语展示活动。

2020年1月，福建省文物局与龙岩市政府共同组织专业力量，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普查、测绘、影像保护及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系统搜集整理了红军标语 1239条。基
于这些成果，策划并出版了《中央苏区 （闽西） 红军标语图志》。为了确保“红色印
记 革命珍宝——中央苏区（闽西）红军标语展”的成功举办，福建省文物局从省级文
物专项经费中划拨专款给予支持。同时，福建省文物局主要领导参与展览的前期论证
和布展指导工作，为展览的高质量呈现提供了有力保障。2020年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期间，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物局主办展览“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红色
标语保护利用助力老区发展”在福建博物院开展。为更好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展览
还特别推出了微信线上云展览服务。2022年 4月，为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周年，漳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联合主办，漳州市博物馆和毛主
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承办了“红色回响——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红色
标语展”。此次展览的开展，旨在向公众展示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漳州地区的革命历
史和红色文化。

福建的红色标语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独特印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福建
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接下来，福建将继续加强红色标语的保护利用工
作，深入挖掘红色标语背后的故事，研究阐释好红色标语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激发人民爱国热情、振奋
民族精神。

红色标语：
福建革命历史的独特印记

周文博

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刷写的标语“革命者来”长汀县博物馆藏

我国的货币流通起于商代，当时主要以贝为
币，贝是商周时期财富的象征，故中国文字中凡
与财物有关的字都带有“贝”旁。东周以后，贝
币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市场交换量剧增，因为捕
捞技术和运输的限制，贝币的供应量已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渐为金属货币所取代。金属货币的出
现大大方便了市场物质交易的需求，并成为封建
社会财富积聚的象征。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
经历了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由杂乱形状
向统一形状的演变、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等多
次演变，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相呼应。1971
年，在山西出土的“保德铜贝”是中国金属铸币
的鼻祖，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证明我国的铸币
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为了整顿混乱的
币制，朝廷决定废隋钱，开铸“开元通宝”铜钱
作为标准货币使用。当时全国的铸钱炉有九十
九处，分散于各产铜地区，是唐代重要的官营手
工业。

“铸钱监唯饶州之永平监最古”。唐宋两代，
饶州永平监是官营的造币中心。钱监的兴起有赖
于附近的产铜矿山 （场）。《唐书·地理志》载：

“豫章鄱阳有铜坑，故有永平监钱官”之设。永
平监附近有两个重要的矿山，即饶州兴利场（包
括后来的德兴县场）和信州铅山场（矿）。

饶州兴利场在饶州乐平县地域内，有银山产
银和铜。乐平原名乐安，一度更名银城县，唐高
宗总章二年 （669年） 邑人邓远上奏朝廷任百姓
置场开采，官府收其采矿所得十分之二税额，其
场即以“邓公”为名。至南唐升元二年 （938
年），邓公置场德兴县。至宋仁宗时邓公场矿倾
摧，停止了开采，但官府征税原额不减。后范仲
淹知饶州府，体恤民艰的他以“一封奏罢邓公
场”免除了邓公场的矿税，为饶州百姓做了一件
大好事。铅山场在信州，据 《太平寰宇记》 所
述：“产铜、铅原矿场在宝山，南唐升元二年迁
鹅湖山邓田阪，升元四年从上饶、弋阳二县分出
五个乡为场，后升为县。”又说：铅山又名桂阳
山，在县西北七里先置信州之时曾铸钱，建中元
年 （780 年） 封禁，至贞元年间归于永平监。

“场”是古代矿山的称谓，是古代工业单位的建
制口负担采矿，并将矿石提炼成原铜，然后运至
铸钱监铸钱。

唐初地方铸钱监均属少府监管理，分散在各
采矿地区，各监没有自己的名称，因矿山开采规
模不大，铜原料不足，钱币铸量较少。永平监创
办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不一，《鄱阳县志》说
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而宋代抚州人乐史著的《太
平寰宇记》则说：在贞元年间复开，这要比《鄱

阳县志》的记载早20多年。笔者认为以上记载均
非初创期的准确历史，由于唐代各铸钱监都归少
府监管理，各监没有正式的名称，均依各地州郡
命名钱监，大约到贞元年间或其后不久永平监才
正式定名，而在永平监正式命名之前应该早已开
始了铸钱活动。

《新唐书食货志》 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
铜，饶州银铜矿初唐时已在少量开采。其铜必然
用于铸造钱币等活动。永平监东部、今东湖北岸
遗址出土“开元通宝”铜钱一叠四枚，此钱直径
2.6厘米，周廓整齐，文字深峻，精美异常，元
字第一笔较短，二笔双挑，文字与外廓不相连，
从钱币学的角度缉考，符合初唐至盛唐铸造的钱
币特点。永平监西监 （今西门铁砂墩遗址），出
土当时生活用具陶瓷器，其中碗的器型、直口深
腹，施黄竭釉，不及底，形态表现出初唐特征。

宋初张齐贤整顿饶、信等州矿冶及永平监铸
钱，《宋史》载：“询归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
最善。”这句意为：经过审查各铸钱监的铸法，
只有唐代永平监铸造开元通宝钱的配料工艺最
好。历史上开元钱的工艺只体现在唐早期至盛唐
的开元、天宝年间的钱币铸造上，其后所铸的钱
则达不到这个水平。

还有一项可资辅助阐明盛唐饶州开始有铸造
活动的资料，《容斋三笔·紫极观钟》 一文记
载：唐玄宗天宝九年，鄱阳郡太守上官径野之妻
韦氏为玄宗李隆基祈福，铸造洪钟一口敬献于紫
极观。至南宋时洪迈观赏此钟后评说：“形制清
坚，非近世工铸可比。”洪迈的评语虽然简单，
但译成白话就是“造型优美，工艺精良，宋代铸
工远远比不上它的铸造水平”。这个评语与李焘
评唐代永平监所铸：“开元钱肉好，周廓精妙”
两相对照正反馈了此钟是永平监前身饶州铸工铸
造的，上官径野身为一州之长，完全有能力获得
铜料，并役使饶州工匠为他妻子造钟。

综上，可推测出：永平监初创于开元、天宝
之世，后因安史之乱政治动荡停铸，至唐德宗贞
元年间复开。至于史书又记永平监创于元和年
间，这可能与永平监的发展规模有关。总之旧史
所记也有商榷之处，应以实例为准。

晚唐时永平监铸钱年产量仅 7000 贯（1 贯
1000枚），这是受矿山开采量的影响，产量很低。至
五代时因战乱，永平监也时停时铸。至宋太祖开宝
八年平江南后，社会趋于稳定，转运使张齐贤整顿
饶、信两州矿冶，访得前南唐承旨丁钊协助调查，
恢复了铅山、兴利两矿场的开采。与此同时，永平
监也继续铸钱，此前永平监一年铸钱 6万贯，到张
齐贤整顿恢复后的永平监铸钱量逐年递增，从7万
贯增至30万贯。但这还不是永平监年产量的极限。
我国古代矿山的开采，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

制，处理矿山的能力很差，产量很大程度并不平
稳，铸钱铜原料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永平监年产量
的起伏波动。

永平监铸钱原料的主要供给来源于铅山、兴
利两矿场，采矿状况虽时有波动，但相比其他矿场
大起大落、兴废无常的局面，总体显得较为平稳。
宋元丰年间，年产量达到615000贯。

宋代铸造钱币的基地共有四监：饶州永平监，
江州永宁监，池州永丰监，建州丰国监。其中饶州
永平监为四大钱监之首，地位举足轻重，有 280多
艘大小船只常年专供饶州府永平监使用。唐宋两
代，永平监的铸钱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
无与匹敌，曾分技术工匠于安徽池州置永丰监，又
分置建州（福建）丰国监，江州（九江）广宁监，由于
永平监所铸铜钱“周廓精妙”，质量上乘，朝廷于崇
宁五年（1106年）下诏，将永平监所铸铜钱列为“上
供”而收归国库，其他钱监铸钱则在市面上流通。
依靠冶铸技术的优势，边境军事紧张时，永平监还
承担起了铸铁钱和铸造兵器的重任，淳熙末年
（1189年），永平监承诏铸造的雁翎刀令孝宗皇帝
大为满意。同时，永平监先进的冶铸技术还带动了
饶州铸镜，金银器及铁、铜、锡器手工业的发展和
繁荣，饶州叶、许、周三家铸镜作坊出品的铜镜是
当时市场上的抢手货，技艺和质量均高于湖州出
品的铜镜。

永平监全国铸钱中心地位的长盛不衰，除了
技术优势，还得益于较为稳定的原料供应的维持
（铅山场充足的胆铜产量保证）。除此，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饶州是宋代矿冶钱业的管理中心，宋代主
管矿冶铸钱的机构是“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冶司或
铸钱司”，称“提举坑冶司或铸钱司”，简称“提点
司”“铸钱司”等，司治设于饶州府，管事范围包括
江、浙，川、广、福建等东南九路。从政治方面，也确
立了永平监的中心地位。

永平监内部的情况县志记载不多，宋代张世
南在其所著《游宦纪闻》中记载了湖北蕲春监的一
些内容，但对永平监只字不提，我们只能根据其他
资料和实物进行考察。

从现存遗址看，永平监铸钱是分东西两个监
（场），东监是永平监的主管机构所在地。铸钱炉环
绕东湖沿岸设置。西监在今西门姜家坝，铁砂墩一
带，皆依山势而设炉。

在唐宋两代货币制造史上，永平监的历史地
位可谓举足轻重，是两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地。永平
监的铸钱工业，以其长盛不衰的生产方法和方式，
肩负了唐、宋两代货币几百年的铸造重任，并在国
家治理，社会经济和军事科技方面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永平监的铜币，以其精湛优良的铸造工艺为
中国钱币史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钱币
文化谱页上精美不凡的符号之一。

漫谈唐宋造币中心之——永平监
程鹃

良渚文化的漆器不论从器型、工艺、纹样、色
彩上都有极大的丰富，同时与礼制产生关联性，对
后世漆艺产生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让观众了解
大漆的独特性、完整性、艺术性、稀有性，和基于这
种材料所创造并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了
解大漆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占据的极其重要位
置，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5月5日，良渚博物
院举办原创展览“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

此次展览是在八千多年漆器史的基础上，以良
渚文化为原点，重新为五千年文明史进行系统梳理，
让观众打破仅对良渚文化玉器印象最深刻的刻板
印象，重新认识到良渚时期漆器的重要性，认识
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展览集聚
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南博
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马鞍山市三国
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温州博物馆、福建省唐明修
漆艺术研究院11家文博单位的近百件历代精品漆
器，以新石器时代到当代的漆艺源流为线索，从考
古与艺术角度出发，古今对比观照，通过“为何不
朽、不朽为何、何为不朽”三大主题单元层层推进，
以凸显大漆这一独具东方气韵物质材料的传承流
变、艺术质感与精神内涵。

主题策划：大漆是生命的艺术

大漆凝重而绚烂、含蓄又热烈，是极具东方气
韵的物质材料。它历经八千余年的工艺传承与发
展，功能囊括礼制与日用，见证着社会经济与风俗
变迁。传统漆器展览通常基于考古视角进行架构
设计，以不同历史时期变革为主线，各时期下按工
艺分列；抑或基于工艺视角进行架构设计，以技艺
类型变革为主线，各工艺类型下按时期排列。此类
架构往往将叙述重点聚焦于“器”之本身，较难摆
脱将漆器看作工艺品的视角桎梏。但大漆最迷人
之处并非繁缛堂皇的工艺，而是饱含生命与时间
的艺术气质。一件看似简单的漆器，流淌融汇着大
漆的生命、物件的生命、匠人的生命和物主的生
命。因此如何回归材质本体，剥离或弱化“器”之功
能，强化和凸显大漆的艺术质感与精神内涵，就成
为本次展览特定的表达诉求。

内容组织：“不朽”三问

展览以“不朽”为题眼，通过“为何不朽、不朽
为何、何为不朽”三大主题单元，从自然、文化到精
神层层推进。第一单元“为何不朽”探讨的是大漆
为什么不朽，从大漆的活性、黏力、牢固、绚烂、珍
稀五大基本特性出发，强调其材料不朽，同时以历
代典型漆器为楔，线性展示绵延不断而又各具绚
烂的八千年漆艺源流以彰显其文化不朽；第二单

元“不朽为何”剖析的是人类一直追求不朽是为什
么，从生死界限到生命自由，从对抗时间到见证存
在，古代与当代漆器的深情对望间，暗含着针对数
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终极命题的或相似或不同的解
题思路；第三单元“何为不朽”思索的是最后不朽
的到底是什么，漆器凝重而绚烂的色彩平衡、浪漫
且灵动的构图设计、飘逸又神气的线条动势，彰显
出大漆艺术所承载的纯粹而热烈的生命张力，或
许不朽的并非结果，而是存在的过程本身。

空间形式：古与今的对望交缠

展览的实质是在特定空间里表达有形式的内
容。本次展览针对不朽三问的内容层次关系，在空
间形态和展项形式上都有差异化的表达。材料特
性与工艺体系版块中大量运用数据可视化、标本
组合装置等展示手段，将繁杂的背景内容直观
化、立体化、清晰化呈现；漆艺源流版块中线性
延伸的独立龛柜，将时代的标志性和历史的纵深
感结合得恰到好处；“不朽为何”版块中深红背
光的亚克力板营造出朦胧迷离的空间意象，推动
传统与当代的边界消弭；“何为不朽”版块中空
旷开放空间与中心柱展台的强烈反差，渲染出漆
器及其上所承载生命意志的可敬和可贵。展厅中
不同单元空间的打破和对望关系，漆语言在展厅
内外的全方位沉浸式融入，都暗示着古往今来漆
与人不变的交缠关系。

展览配套：立体多元的边界拓展

展览有限的时空用于传播核心信息，更多的
挖掘需在展览配套中实现。本次展览配套包括：精

美导览折页，补充展览信息并暗藏趣味互动挑战；
专业学术讲座，涉及大漆考古发现、工艺研究、修
复保护与艺术创作等多重领域；丰富社教课程，包
括大漆手工课程、少儿科普课程、印章活动等；周
边文创产品，囊括日用单品、仿古摆件、工艺饰品
等不同门类。

展览的传播目的不应只停留在审美的感受或
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理念的认知。大漆坚牢于
质，光彩于文，凝聚着独特的中国审美和东方气
韵，见证着数千年来恒久不变的人与大地的关系，
承载着坚韧而热烈的生命底色，这份温暖和感动
绵延至今。

“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策展札记
林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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