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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学识渊博、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因此,探究华岗元素的开发活化情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本论文主要以山东

省和浙江省两个华岗元素的主要集中地进行探究,让华岗的思想及其成就可以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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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ctivation of elements in Hua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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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gang is not only a time-tested loyal proletarian fighter, but also a propagandist of Marxist theory 

and a knowledgeable and influential scholar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for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activation of Huagang elem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in concentration of 

Huagang elem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so that Huagang’s thoughts and achievements 

can have lasting c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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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本文当中,主要依托“华岗元素开

发活化”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山东省和浙

江省两个华岗元素,让受众能够全方位

的了解二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为进一

步深入探讨并有效开发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经验。 

1 国内关于华岗元素的开发活

化情况 

1.1山东省(以山东大学为主)。(1)

华岗校长雕像。2019年1月10日,华岗校长

雕像揭幕仪式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行。

为了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

为了纪念为山东大学迎来办学史上“第二

个黄金时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老校长；

也为鞭策山大师生胸怀远大梦想,奋勇前

行,由龙游县委县政府出资,山东大学承

建华岗校长雕像。(2)华岗论坛。2003年6

月6日,由山东大学团委主办的“走近华岗

校长”第二期小树林文化论坛在东校区举

行。论坛主要围绕“华岗精神财富与当代

大学教育”展开,山东大学离休干部徐经

泽教授、《文史哲》主编陈炎教授、档案

馆馆长刘培平教授等作为嘉宾与广大师

生进行了畅谈交流。(3)华岗电视专题片。

2003年6月9日是华岗的百年诞辰纪念日。

由山东大学和山东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

视专题片《可酬热血换文章——纪念华岗

诞辰100周年》近日摄制完成。该片全面

反映了华岗的传奇人生,特别是华岗对山

东大学的巨大贡献,全片长35分钟。(4)华

岗学术思想研讨会。2003年10月15日,为

纪念华岗同志100周年诞辰,山东大学在

邵逸夫科学馆隆重举行“华岗学术思想研

讨会”。展校长指出,作为一位校长,华岗

同志对当时山东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是奠基性的、历史性的。他所奠定的山

大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方向、学风

校风建设,特别是他在创办《文史哲》的

办刊思想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和必须遵循

的原则。(5)华岗百年诞辰图片展。2003

年6月6日,纪念华岗校长百年诞辰图片展

在东校区展出。展出内容以“学习成长”

“革命生涯”“大学校长”“身陷冤狱”“平

反昭雪”五个部分来概括华岗校长的一

生。所有图片资料经过历时三个多月、走

访全国十一城市的党史研究部门及有关

华岗校长活动的地点、收集大量资料之后

制作而成。(6)纪念《共产党宣言》华岗

译本9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研讨会。

2020年11月19日-20日,由山东大学与中

共龙游县委联合举办的“纪念《共产党宣

言》华岗译本出版90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龙游县举行。

来自山东大学、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各级领导,浙江省有关高校以及华岗同志

亲属,有关学者与会参加。(7)山东大学设

立“华岗奖”。2019年5月9号山东大学召

开了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为了全方位

加大对人文社科的支持、加大对学者的人

文关怀和激励支持,设立人文社科发展基

金和 高学术荣誉“华岗奖”,并积极引

进杰出人才,大力推进高端平台建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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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用活华岗红色资源,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2021年6月,山东大学立足红

色资源、创新形式载体,用喜闻乐见的话

语体系、易于接受的轻快形式进行传播,

激励师生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

诚中奋发有为,以党史学习教育新进展、

新成效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1.2浙江省。(1)华岗故居。龙游庙下

乡庙下村下街49号是华岗的故居。华

岗,1903年6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庙

下乡严村,为就读小学,其父亲在今庙下

村购房,即现存故居。2006年4月,华岗故

居被列为龙游县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2

月,成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目前

龙游县唯一一个省级红色重点保护单位。

(2)华岗纪念馆。该馆占地约160平方米,

以时间为轴展示了有关华岗的生平资料、

报纸、照片、影视资料等藏品,详细地介

绍了华岗的一生。2021年8月,龙游县庙下

乡严村村华岗纪念馆入选第二批浙江省

青少年红色基因传承基地。(3)华岗小学。

2016年11月8日,山东大学与龙游中学签

署《山东大学在浙江省龙游中学建立优秀

生源输送基地合作协议》、山大附中与华

岗中学结对。同时,庙下小学更名为“龙

游县华岗小学”。两地学校因为“华岗”

这个名字相连,如同阔别半个多世纪的重

逢。(4)华岗中学。让华岗精神引领学校

发展,让教育充满人文情怀,这一设想在

王志福心头盘桓多年。因此,2016年上半

年,得知龙游县教育局为新建城区公办初

中征集校名时,王志福立即递交了“龙游

县华岗中学”这一名称。一代学界楷模的

精神有了 佳归宿,以华岗名字命名的华

岗中学诞生了。(5)华岗青铜塑像。2002

年4月3日举行华岗青铜塑像的揭幕仪式,

山东大学的代表和华岗的亲属专程前来

参加。塑像由浙江省龙游县政府出资制作,

位于龙游县城荣昌广场,供人们瞻仰参

观。(6)衢州宣传文化系统的重要奖项“华

岗奖”。2011年,衢州市政协新闻界委员提

交了在衢设立“华岗新闻奖”的提案。如

今,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衢州市名

记者、名编辑、名专栏等的“华岗奖”,

已成为与南孔奖、金桂奖、香樟奖并列的

全市宣传文化系统的重要奖项之一。 

1.3国内其他地方。新华日报报史馆

揭幕华岗“楷模”雕像。2021年7月11日,

“楷模”雕像揭幕暨新华日报报史馆开馆

活动举行。《新华日报》创始人周恩来及

潘梓年、华岗、熊瑾玎、吴克坚的雕塑群像,

由吴为山领衔创作并捐赠给新华日报社。 

2 关于国内华岗元素的开发活

化情况的分析 

2.1山东省(以山东大学为主)。(1)

现状。华岗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把

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与山东大学的实际

相结合,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注

重学科建设,培育学校特色,为新中国的

高等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因此,在山东省华岗元素的活化主要以山

东大学为主要阵地,大学内部就有以华岗

命名的“华岗苑”以及华岗的铜像,大学

设立 高学术荣誉“华岗奖”,甚至于山

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也是华岗

锻造的。(2)问题。虽然华岗在山东大学

只有短短的5年,但华岗校长以他卓越的

领导才能、高超的理论水平和独特的人格

魅力,将山东大学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综

合大学,成就了山东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

个“黄金时代”。但是对山东大学做出如

此巨大贡献的华岗其雕像在2019年才在

山东大学建成,与华岗有关的研讨会、纪

录片也在2003年华岗百年诞辰之际才出

现,作为华岗活化的主阵地山东大学关于

华岗宣传都如此之少,更不要说其他地

方。(3)对策。可以定期地举行华岗论坛研

讨会,诚邀全国各地的相关学者进行交流

讨论。创新校园活动形式,可排演华岗相关

话剧,讲好华岗的先进事迹；借助新兴自媒

体平台,加大线上宣传,促进青年人了解华

岗相关事迹。丰富宣传形式,让学生撰写有

关华岗的诗文,起到书香校园的作用。 

2.2浙江省衢州市。(1)现状。1986

年衢州市龙游县成立华岗研究会。2011年

衢州市政协新闻界委员提交了在衢州设

立“华岗新闻奖”的提案。2016年创办浙

江省龙游县华岗中学,学校定期举办“华

岗论坛”。龙游华岗中学新校区于2019年9

月启用,其中建有龙游 大的华岗纪念

馆。龙游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搜求

存世的多种《共产党宣言》版本,于2017

年6月印发迄今 齐全的版本《共产党宣

言(华岗译本)》。2017年7月龙游华岗纪

念馆开馆,占地约160平方米,以时间轴

为线,展示华岗的生平资料。2017年7月

华岗纪念馆被确认为县党史党性教育基

地,2018年7月被确认为县清廉文化教

育基地。2020年,龙游博物馆开馆,其中有

一面华岗生平展板。(2)问题。华岗祖居

缺乏修缮,破损严重,亟待保护和修复。华

岗纪念馆馆体不够独立,和村基层单位在

一个建筑实体中,纪念馆外提示标志不够

鲜明,路上缺乏路标引导,馆内展品照片

生平类较为详实,著作类不够齐全,各版

本收集程度不够,旧物类样数较少。龙游

博物馆关于华岗的布展极为简略,龙游华

岗中学和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中也有

部分有关华岗的布展,但也没能以华岗解

说时代,以时代展现华岗,没有凸显《共产

党宣言》华岗译本的时代和历史价值。(3)

对策。华岗纪念馆中偏重华岗生平脉络,

展品特色在于较为齐全的华岗照片和部

分华岗用过的旧物,而且离华岗故居和祖

居不远,可以一并整合为华岗主题红色旅

游内容。组织筹建“中国进步刊物展馆”,

以华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历程和宣传工

作历程为策展线索,展出中国自新文化运

动以来的进步报刊,呈现党的宣传工作在

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与形式演化。 

3 结论 

综上所述,这一展馆可进一步发展

为浙西南红色文化特色教育基地,并有

望打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阵地

和品牌,并以此作为华岗红色文旅的中

心对华岗元素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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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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