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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北美学院                北美学院分团委            指导教师：朱琳    主编：张瑾 许清      校对：许清 

启动仪式上，首先回顾总结了 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各个团队的项目成果。从 2018 年 6 月下旬，北美学

院共有 8 支实践团队的百余名同学奔赴祖国各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符号”、

“天下商帮华夏客”商帮文化、“大器成景，厚德立镇。40 载变革，再创辉煌。”、“一米阳光”爱心支

教服务为主题，甄选出了八支优秀的团队，奔赴至六个省开展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同学们

本着“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宗旨，凭借当代大学生的独特视角和责任感认识社会、服务社会，取得

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和社会效益。 

来自去年的八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汇报完毕后，北美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任振宇老师发布了今年暑期实践

活动的主题，并指出了社会实践基地建立的重要性。接着，由荆书记与社会实践基地负责人新航道无锡学校

校长王彬先生共同为实践基地揭牌。随后，王校长在致辞中希望同学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到知行

合一，成就更加出色的自己。 

接下来，2019 年的七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依次上台展示，发布团队招募相关介绍。2019 年是中国建国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海军成立 70 周年……一串串数字见证着历史的脉络，国家的复兴。因此，北

美学院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的七支团队紧紧围绕“壮美七十年，奋斗新时代”为主题，去往北京、南京、

上海、陕西、常州、青岛、泰安、嘉兴，在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策划开展本年度的社会实践活动。 

正值建国 70 周年之际，为调动全院学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

的积极性，勉励大家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锻造团队合作意

识，明确自身发展目标，培养爱国主义情怀，2019 年 6 月 12

日下午，江南大学北美学院于远东报告厅开展了 2019 年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暨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出席本次活动

的嘉宾有国际教育学院与北美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荆燕、

新航道无锡学校校长王彬、北美学院分团委书记朱琳，副书记

任振宇、学工部主任张慧、2018级年级辅导员霍惠芝，2017 级

年级辅导员顾海星等，2018 级全体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最后，是庄严神圣的授旗仪式。各实践团队指导老师为实践团队代表授旗，他们手中握的不单单是一面

旗子，更是一份责任，希望 2019 年各个团队都可以带着求知的热情投入到社会实践队伍中。希望同学们能

在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考验，在“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为纪念建国 70 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鼓励广大青年进村、进岛、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地。通过深入最基层的治理单元深

切感受祖国发展，江南大学北美学院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特组建“峥嵘七十载，筑梦新时代”

南京社会实践团队，走进名企、名校、名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6 月 16 日，来自北美学院的五十名团队成员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在江南大学东门集合之

后便踏上了本次社会实践之路。上午十点，团队抵达了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通

过实地参观，走进了东南大学校史馆，团队成员切身感悟到了这所建筑老八校、原四大工学院

之一的历史底蕴。走访吴健雄纪念馆、大礼堂以及图书馆，听完东南大学学生会同学的讲解。

实践团队的同学们了解到，这里是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开展教育救国的最高学府；也

是挽救民族危亡，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摇篮；更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堡垒”。

东南大学学子前赴后继，用热血与生命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智慧和汗水追求着国家富

强和民族复兴，铸就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之后，团队成员们到达了新航道南京总部。在新航道无锡分校校长王彬老师的带领下，实

践团队的同学们深入企业内部，认识企业运营模式，了解企业文化建设，体会到终生英语教育

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进行结合并发展出完备的人才生态系统的。在与王彬先生的互动座谈会

上，通过交流，让同学们了解企业架构，认识教育集团的品牌实力、企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 

最后一站，实践团队的成员们抵达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江东

门集体屠杀遗址以及遇难者丛葬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际公

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82 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此后 6 周，30 多万手

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惨遭杀戮，平均每 12 秒就有一名同胞死于日军屠刀。

这是血与泪的记忆，更是民族心灵深处难以消弭的伤疤。通过实地学习，参观抗战设施、遗址

名录，缅怀抗战革命英烈，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

人间。 

寻访足迹，感悟时代脉搏；聆听企业故事，明确职业方向；追忆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相信实践团队的同学们已经明白“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

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牢记自身使命与责任，艰苦奋斗，砥砺前行！ 

 

 

 

 

 



                                                                                                                                                                                                                                     

 

 

 

 

 

 

 

 

 

 

 

 

 

 

 

 

 

 

 

 

 

 

 

 

 

 

 

 

 

 

 

 

 

 

 

                                
     

 

                            

 

                                                                                 

 

 

 

 

 

 

 

 

 

  

 

                                      
 

 

 

 

 

 

 

 

  

 

 

 

 

 

 

 

 

 

 

 

 

 

 

 

 

 

 

 

                                                                                                                    

 

                                                                                                               

 

 

 

 

 

 

 

 

        “探陶究瓷” 
——记北美学院社会实践团队探访景德镇四十年的变化历程 

 
——                       

第三版 探陶究瓷 第四版 古都长安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为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在实

践中感受时代变迁，在实践中放飞青春

梦想，2018 年 6 月 27 日，江南大学北美

学院“探陶究瓷队”从无锡出发，前往

江西省千年瓷都——景德镇，探访它改

革开放 40 年的变化。但这丝毫没有削弱

同学们的斗志。 

在出行路程中，成员们互相分享着景德镇的发展故事，

“改革开放后，景德镇重新焕发生机，市党政领导机关贯

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旅游瓷、

仿古瓷、民族用瓷的产品有很大发展，遍销国内市场，并

享誉世界。”团队成员何皓天主动分享最近对于景德镇历

史的学习成果。历经七小时的长途跋涉，“探陶究瓷队”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景德镇。 

到达景德镇后的第一站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在校门口，

大家即被“人文、内涵”建设所吸引，秉承着“诚朴恕毅”

的校训，陶瓷大学长期向社会输送陶瓷专业人才，造就了

一批著名陶瓷艺术家、企业家、设计师，在景德镇陶瓷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中，大家也亲眼见证了设计学院的学生们

天马行空的想象，理想与现实在陶瓷上的有机结合。 

看完现代传承下来的陶瓷精神，同学们对古窑民俗多

了一份期待，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同学们看到陶瓷

制品被广泛用于周边环境建造，景德镇陶瓷正在以可见的

速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世界人，在各朝代的古窑中见证

了唐-宋-元-明-清不同形态的陶瓷作品，感受到陶瓷制品

在烧制炉中的千年变化。在作坊中，同学们亲眼目睹揉泥，

打胚，画内青花，精修，触釉，待烧的过程，随着师傅们

的瓷器制作，“探陶究瓷队”对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人钱清华老师，钱老师向大

家传授了他给瓷器的上色技巧及上釉周期，现场教学不同

的瓷器可以发出的不同声响，如何增加景德镇手作瓷器的

辨识度等。 

走访完这两个地方，团队负责人莫福珍还带领大家一

起进行了分享交流会，从窑神童宾大型青铜像，到千年陶

瓷制品的演变过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工匠精神，

再到制陶工艺的与时俱进，都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 

 

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古有长安

丝绸之路，今西安同样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为了解西安作

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原因，学习历史文化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团队决定出发前往

西安，感受古都的魅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对陕西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

流基地。西安这个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内陆城市，再次站到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重回中国

外交一线城市行列。西安凭借它悠久文化历史，利用文化自信，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到来。 

提到中国名片，秦始皇陵兵马俑绝对可以胜任。我们有幸感受令古今中外都为之感叹的艺术杰

作。仔细观察每一个兵马俑都形态各异，有的直立，有的跪射，就连面部表情也不完全相同。古代

人民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修建出令我们现代人也无法做到这么雄伟的建筑，这体现了秦朝统治的制

度森严，正是因为责任制即每个陶俑都要署名是谁制造，才有了每一个陶俑都制作精湛，才会有今

天我们看到的盛况。截止目前，已有 200 余位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首脑到访过这里，他们都感慨两

千多年前的盛况。兵马俑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的杰出代表，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

往做出了卓越贡献，展示出我国的文化自信，同时也促进了各国文化间的交流。 

2016 年春晚，谭维维与华阴老腔艺术家们带来了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一首传统与现代的

完美结合，让我们对陕西独有的艺术形式十分感兴趣。我们喝着茶，听到老腔的第一声吼，表演者

激昂的表情与富有张力的肢体动作，让人不由跟着节奏一起晃动。 

 

 

西安，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它见证并

推动了古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成为欧亚大陆多

元文化汇聚交融的中心，也因此形成了开放包容

的中华文化特质和兼容并蓄的气度。我们还去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了解历史文物，在华清池感受

盛唐的繁华，在回民街品尝西安多名族融合的美

食，在古城墙观现代与古代建筑的碰撞。在西安

的这几天，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座文化融

合的城市，随处可见国外的朋友参观学习，越来

越多的人对中国文化充满兴趣。 

这一趟实践，我们被它特有的历史文化熏

陶，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骄傲，也感受到“一

带一路”给这座城市注入的新活力。作为 21 世

纪大学生我们希望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播者”，增强文化自信，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天

下

商

帮

，

华

夏

客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对晋商文化的进一步学习，不仅他们

的经商头脑让我们心生崇敬，他们的精神品格更让我们感叹

不已，团结、诚信、进取、敬业正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并

配备的品格。了解经商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种管理制度对于

我们学院的每位学生都是十分有用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方

面，更重要的是晋商的精神值得我们贯彻，晋商文化更是值

得我们弘扬。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主动担当起宣传和弘扬山西历史文化的责任，将新时

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相融合，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为

建立一个“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文化格局而贡献力量。 
 

第五版 晋商文化 第六版 网络符号 

当代浙商品牌的形成，源于传统浙商的历史文化基

因。但真正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随着浙商群

体及其影响力的扩张而渐形成壮大的。“八八战略”开辟

了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新境界，引领浙江经济

发展。而浙商凭借这把金钥匙，打开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为了深入了解浙江经济网络文化发展及浙商的历史，

让我们更加深切得感受国家经济的发展现状，学习近代浙

商的特点与优越精神，我们探访了苏州和杭州这两座独居

浙商气蕴的城市。 

苏州，周庄有着明朝重要浙商代表-沈万三的故居。

透过故居内铜像、泥塑、连环画等艺术手法，了解沈万三

找寻最初的浙商记忆。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从数百年前的文化遗址“穿越”

到面向未来的科技新城，杭州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与新时代

的科技感让人感受到了匠人匠心，数百年的浙商文化在这

里被实证，新时代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精神在这里被印

证，梦一般的发展速度在这里被见证。在历史文化遗址保

护方面，浙江博物馆很好将网络与传统融合，通过网络技

术让更多的人了解浙商文化遗址。 

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好的印证是属于 G20峰会这一

历史性的里程碑。G20 峰会成为了潮流历史中的杭州坐标。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大倡议，山西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源地自古就是民族交融和中外交流重要地区，在古代丝绸之路

的发展变迁中扮演                 重要角色，今天也仍发挥着中国大陆承东启西的物流枢纽职能。 

 “一带一                       路”战略使这些印有中国印记的文化符号更加彰显魅力，“中

国符号”也让                         “一带一路”战略变得更有价值，作为现存古代建筑数量

和艺术价值                            均居全国之首的山西，我们选择了最能代表“中国符号”

山西建筑作                            为我们实践调查的主要对象。 

为期一周                        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走访了山西雁门关等十余处文化遗址和

历代古塔。 

在建筑文化中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悬空寺和应县木塔，历经千年依旧保存完好，他的建筑设

计将佛，道，儒融合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融，悬空寺独特的技术               和设计也

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很难想象以前的中国                        人是

怎么做到这些的由此看来这些文化遗址正是我们传播中国文化的桥                          梁，

我们应当抓住机会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应县木塔广泛采用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斗拱结构，大胆继承                         了富

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正是古代匠人独特的技术才能使得应县木塔几                      千年

来经历多次地震依旧巍然不动，就像国家宝藏节目中曾提到的样式雷烫样，              指的是皇

家建筑设计御用班底雷氏家族，雷氏家族八代人共主持了两百年的皇家建筑设计，我们所熟知的故宫，

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建筑均出于样                 式雷家族，倘若现在样式雷烫样没有失传，

那么我们的圆明园也可以得到复                        原，但是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像雷氏家族

那样的匠人，我们应该深入挖                           掘并发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晋商文化的代                           表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体现

了清代居民建筑的独特风格，                           他的木雕砖雕都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高

超的建筑工艺水平，主要是弘扬                       一种商业文化，一种诚信文化，晋商的精

神就是合作与诚信。而王家大院的                     庭院风格则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尊卑贵

贱和宗法礼制，是晋商官商文化的代表，通常有 “王家归来不看院”的说法，王家大院还保留了大

量的圣旨，书法等文物，被称为中国的“民间故宫”，反映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和建

筑艺术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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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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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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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浙商代表的阿里巴巴集团，是此次天下浙商之行

的最具当代意义之处。根据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了集团概

况的介绍，了解到他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打造的全新商业

模式，使其在浙商中脱颖而出，它尊崇着传统浙商精神和

创新精神，并将网络文化作为助推器，变换策略，敢于冒

险。“狭路相逢勇者胜”，这种“敢”的精神，使得阿里巴

巴集团获得一个又一个瞩目的成就。  

我们从中了解到杭州客，因为杭州独特气质环境，造就了

所有人的梦。这就是浙商经济的继承者和创新者。马云的

一日语录里有这样一段话：创业者要懂得左手温暖右手要

懂得把痛苦当作快乐去欣赏，去品味，你才会有成功。创

立一个真正的由中国人创办的，全世界感到骄傲的公司，

是我的梦想，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这段话也是对当代

浙商杭州客最好的诠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认识自己。实践方

能得真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挥洒汗水，更应该为时间而付出的劳累。在社会实践中书

写灿烂人生，铸就亮丽青春。 务实求生存，创新谋发展，

浙商精神是永恒的，他们血液当中流淌的创新意识和坚忍

不拔的精神也让浙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成为了最坚硬的

商帮，在过去他们是时代经济的领跑者，而在未来 他们也

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浙江精业创始人。而当代浙

商对于高质量发展也有着不同的答案。· 

“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是我们此次

苏杭之行最大的收获，摆正心态，正确定位自己，发奋学

习，努力提高自身，适应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一米阳光 

第八版 探索创新 

 

 

 

 

 

学习红色革命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文化 

 

第七版 星星之火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江西省博物馆”，找到了“红色摇篮”。

三楼“红色摇篮”展厅里，那里有对南昌起义中伟大领导人的赞美致

词，有记录着为了南昌起义的胜利而奉献出自己宝贵生命革命烈士的

名字，有朱德使用过的手枪、穿过的衣服等等。虽然这些物品在当时

都是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品，年代已久，但仍然散发出革命的气息，神

圣而又庄重。它们让人感到中国工农红军那颗永远无法被困难压垮的

决心，让人们铭记红军们“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看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遍布着无数

革命先烈的光辉历史痕迹，以史为镜，可知得失。革命先烈用生命换

来的新中国，需要我们去守护，正如梁启超所说，少年强则国强。作

为一名大学生，我们需要继承的不只是前人留下的印记，更是要铭记

那端历史，在平时学习中要加倍刻苦，知耻而后勇，像习总书记说的

那样，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青春之我、奋

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并最终在明天

这张充满无限希望的历史画布上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章。 

 

“访齐鲁大地，观古今文化”，团队首先到达位于山东淄博的齐文化博物馆和

周村古商城进行参观和学习。追溯齐文化的源头，“厚道、诚信、开放、包容”的

鲁商精神在每一位成员心中深深扎根。作为新时期的青年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将民族精神烙印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 

我们于 2018年 7月 8日抵达的支教地——山东省曲阜市尼山镇真维斯希望小学。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支教是一种情怀。我们也是怀着这样一种情怀参加了去年的

一米阳光支教服务。但是当我们到了希望小学之后，才明白支持我们在那里生活下

去的，不仅仅只是情怀，而是一种责任。课堂上成员们用心去感染、带动孩子们，

让孩子们能轻松快乐的学习。七点半的早读没有一个小朋友缺席；老师亲自伴奏的

音乐课让孩子们充满兴趣，亦或是当我们做科学小实验时他们情不自禁发出的惊

叹，体验造纸带来的乐趣。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制作了生动有趣的

PPT，让他们在动手之余体验奇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课下成员们细心关注孩

子们的动态与展现出的问题，尝试融入他们的内心，给予孩子们自信与帮扶，使其

更加融入集体、敢于表达，做一位敢做梦、勇圆梦的优秀青少年! 

如果不是真正到过那里，就无法想象那里的星星有多美多亮，每天晚上我们都伴

着美丽的星空讨论当天教学的得与失。离校的前两天，团队成员与孩子们到操场举

行升旗仪式，红旗冉冉上升，孩子们高唱国歌，一双双水润的眼睛中充满对未来的

憧憬。 

也许短短七天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生活，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开设的课程能

带给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无论是科学实验还是手工，我们致力于用各种方式

激发他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身处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有

志青年应该深入祖国基层，将青年忧国忧民、勇于探索、积极创新、崇尚科学的精

神传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江南大学北美学院“一米阳光”支教服务团队会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难攻坚，将“一米阳光”的精神继续传承发扬！ 
 

看皖韵建筑，探徽商精神，嗅茶叶芬芳，学先进文化。走进徽州、天下徽商、礼

仪徽州、徽州建筑、徽州艺术、徽州科技。目的在于引领队员们重点学习徽州的历史

人文知识和领略徽州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加深队员们与历史文化的

亲近感。 

说到博物馆，值得一提的还有实践途中的黄山谢裕大茶叶博物馆，茶道，就是品

赏茶的美感之道，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徽州茶道讲究以茶立德、以茶陶情、以

茶会友。在黄山谢裕大茶叶博物馆中我们实地了解学习了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了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的变化，凝练出“中国符号”之茶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五千年的民族智慧，

拓宽和培养了队员们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理解力，增强文化的自信。在黄山，

有一个十分出名的村子，宏村。深入了解宏村时我们发现古徽商能够在张弛万变的商

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的关节原因之一是重视教育，古时徽州人希望自己的子孙

都能学业有成光宗耀祖所以集资出力共同建造了书院，名为南湖书院。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仅加强了同学之间的情谊，更学到了徽商的不辞劳苦、

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同心协力、以众帮众和谐精神，在茶道中学到的敬，是为主客

之间互敬；而商道同样讲究和与敬，是“敬天爱人”，和气生财，所以徽商凭借从茶

道中悟出的诚实守信，公平经商的商道以及老一辈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特

色徽商故居建筑中领略徽州人民的智慧，徽派建筑就如同延绵不绝的徽商，在大气温

婉的整体概念下慢慢深入人心，教人礼节。 
 

江西，这是一座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城

市，寄托着亿万老区人民对党的信赖和美好生活的期待，肩

负着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的重任。南昌，是人民军队诞生的

地方。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

革命，于 8 月 1 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这里酝酿。 

首先我们来到了八一广场，这里伴随着南昌走过了半个世

纪的风雨历程，承载了南昌这座英雄城市厚重的历史。雄伟挺

拔的八一起义纪念碑，鲜明耀眼的军旗，道路两旁恢弘壮丽的

石刻画，军旗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在我们面前展

开了一幅又一幅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军旗升起的地方每个人都

由衷的怀念着感悟着这段艰苦卓绝却又令人难忘的历史，我们

刚到达八一广场时，碰到了两位相约而来的老兵，他们此行的

目的是来缅怀革命先烈，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随后我们便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进了这座铭记了太多

历史痕迹的老楼，凝重的历史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徐徐展开画

轴。一幅幅陈旧的黑白照片，一张张泛黄的文献资料，一件件珍

贵的历史文物，仿佛把人们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向人们

展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凝视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不由令人肃然起敬。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一不被这种潜移默化的教

育所感染，这恰恰是纪念馆的独具匠心所在。建馆以来，先后有

超过 700 万余人来此参观纪念，它是南昌这座英雄城市的骄傲。 
“ 一 带 一 路 ”视 域 下 的“ 中 国 符 号 ”之 茶 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