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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翻看中国近代革命史，江夏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曾三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第一次是 1911 年 10 月，这里打响了“首义第一枪”，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第二次是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都迁到武汉之时；

第三次是 1937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

江夏是湖北地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阵地和两次“国共合作”

的大舞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诞生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国内 6 个共产党的早

期组织之一）。抗日战争中，江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救亡运动，

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成为新四军五师战略包围武汉的一块要地。1949 年

5 月，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金口起义，为华

中重镇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赢得了先机。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曾走出过恽代英、项英、李求实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革

命英雄，更留下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 

本展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介绍江夏地区革命先烈为主，是他们谱写了

近代江夏最为恢宏的革命战斗史诗；第二部分介绍江夏地区的文化遗存，每件名胜

都呈现着江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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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夏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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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1898—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江夏舒安响水桥项

家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

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

治局委员。1926-1930 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

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 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

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1941 年 1 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终年 43 岁。

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项英

项英 项英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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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公元 1895—1930 年），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原武昌县）。

他在青少年时代，深感民族危难，立志救国救民，1914年中华大学预科学习时，在《东

方杂志》上刊发首篇论文《义务论》，宣传东方文化，挟击西方帝国主义攫取。

1915 年率领进步青年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积极投入“五四”

新文化运动，发表多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进步论文。

1918 年至 1930 年间积极革命活动，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30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被捕，于 1931 年 4 月 29 日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 36 岁。

1950 年 5 月 6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为恽代英烈士殉难十九周

年题词称他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

武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恽代英

恽代英 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和；李汉
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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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坤（公元 1885—1969 年），字载乾，名祥元，湖北江夏人。1909 年他

弃商从戎，加入革命共进会组织，在共进会中担任工程营代表，党发展到200余人时，

便编成革命大队，自任队长。    

1911 年 10 月 9 日，熊秉坤等同志得知孙武等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完善配

制炸药不幸爆炸，被反动派搜捕。10 月 10 日，外加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烈士

就义。在革命千钧一发之际，熊秉坤毅然决然打响了武昌首义起义的第一枪。经过

一夜的战斗，起义军终于攻破了湖广总督府，取得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场胜利。

武昌起义是 1911 年 10 月 10 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

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熊秉坤

熊秉坤 熊秉坤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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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负生（公元 1891—1922年），原名黄凤清，祖籍安徽休宁。其父宦游湖北武昌，

遂在武昌定居。1911 年武昌起义时参加学生新军，后以教书、著文为业。1915 年

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与恽代英一起创办《道枢》杂志，宣传新思想，不久结识了冼

震、梁绍文、陈谭秋等进步人仕。   

1921 年 1 月，与施洋等创办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武汉星期

评论》，此刊物在当时为武汉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他还多次在上海、北京等地报刊

上发表论文、诗歌等，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革命真理，揭露旧政恶行。毛泽东主席

曾称赞他为“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因贫困与劳累成疾，于 1922

年 4 月 7 日病逝。

1945 年，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武汉工人运动早起启蒙者——黄负生

黄负生 1919 年 下半年，恽代英、黄负生等
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后成为
湖北组织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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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卿（公元 1888—1966 年），湖北江夏青山铁铺岭郑家力山人。1920 年

2 月在武昌文华书院工作时结识来汉讲学的陈独秀。后由陈独秀引荐，出席了武

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会议，为唯一的工人党员，也是湖北地区的第一位工人党员。

1921 年 10 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 年 7 月他担任武汉

工团联合会组织部秘书。

1923 年 2 月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工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迫于生计，

流离他乡，直到 1946 年回汉，在武昌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工作，鼓励青年投身革命。

1962 年随幼子下放潜江农村。1966 年 11 月 15 日病故。

湖北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员——郑凯卿

郑凯卿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 . 关旧址，郑凯
卿等 7 人在这里举行成立了共产党
武汉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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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求实（公元 1903—1931 年），原名李国玮，字北平，笔名李伟森。武汉市

江夏区金口镇人。16 岁就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他在恽代英，林育南同志的

鼓励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 年 7 月至 1931 年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且创办了多个革命刊物

编写了多部文学著作，先后参加了“二七”罢工，“安源”罢工，广州起义等活动。

1931 年 2 月，李求实和林育南等 24 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年仅 28 岁。

青年运动的先驱者——李求实

李求实 李秋实和林育南创办的早期革命刊物



10

唐义贞（公元 1909—1935 年），又名一贞，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人。1923

年 9 月考入由董必武主持教务工作的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从此投身革命的洪流，被

董必武称为“有作为的青年”。

1927 年至 1935 年，她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并且于 1927 年到苏联莫斯科共产

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中央主力红军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

她曾任中共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1935 年 1 月在福建长汀四都下赖坎向江西赣

南方向寻找项英的红军游击队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最后遭敌剖腹牺牲，年

仅 25 岁。她实现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中国工农红军巾帼英雄——唐义贞

唐义贞 唐义贞烈士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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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骐（公元 1894—1937 年），字铮磊，湖北江夏人。他受孙中山革命思想

的影响，中学时就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中。1912 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

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1919 年毕业后到东北边防第一军，因多次立功，由排长升

到副团长。

1926 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又选调入陆军大学深造。1937 年 9 月升任为国民党

陆军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随后与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率师北上，同年 10 月

在山西忻口西北侧的南怀化一带与日军激烈交战，因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年

仅 44 岁。

抗日爱国将领——刘家骐

刘家骐 1937 年陕西忻口抗战阵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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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震寰（公元 1892—1928 年），原名宏时，又名敬授，武汉市江夏区保福乡

人。1924 年到武汉勺庭中学读书，直接受到董必武等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 年秋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底由党组织介绍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农科学习，1926 年经组织安排任

湖北省临时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就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组建成

立保福乡农民协会卫军，参加北伐军攻打贺胜桥。大革命失败后，他于 1928 年 2

月 22 日被敌人残害，牺牲时年仅 35 岁。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墓碑上题“革命未成功，

精神永不死”。

革命志士——葛震寰

葛震寰 葛震寰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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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勉之（公元 1904—1932 年）初名朱观炳，入学时更名朱文伟。江夏法泗街人。

1928 年，在上海读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以来，参加过工农红军，红四

军湘鄂西转战突围及其它战争。曾担任红二军政治委员，红七师政委，湘鄂西革命

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1932 年夏，独立师在荆门大瓦山与川军作战，

师长汤莫禹的牺牲委过于朱勉之，因而被错杀，年仅 28 岁。1942 年党中央作出决

定，平反追认他为烈士。

 革命斗士——朱勉之

朱勉之 朱勉之所在的红二军行军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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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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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山碉堡位于金口街淮山村江家岭、桂园、赵家祖堂湾及四八九部队一带，方

圆近 2 平方公里分布，现有 8 座保存较好。这 8 座碉堡其结构均呈圆柱形，只是

局部结构有差异，有大小之别。碉堡全用混泥土砌建，十分坚固。直径 3.05—7.06

米不等，髙度均在 2 米以上。这批碉堡始建于 1940 年前后，主要是抗战时期所用。

金口乃武汉上游之门户，境内有赤肌山、槐山与对面汉南区的纱帽山（古称百

人山）、大军山，上下夹江对峙，报锁长江，形成军事上的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批碉堡在金口的呈现，对研究近代战争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同侧面也反应

了金口古镇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发现填补了江夏军事文物的空白。

抗战堡垒——金口淮山碉堡

金口淮山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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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已有数百年。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清

康熙五十三年和同治八年《江夏县志》记载“赤壁山在金口，盖周郎破曹操处”，

1984 年，武昌县文物馆进行文物普査时，在沿赤矶山以东发现有东汉古墓群，出

土汉代铁刀、青铜剑等文物。

关于赤壁之战的故事除《江夏史话》有记载外，在理学家杨守敬编著的《水经

注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包括《辞海》中都有记

载说赤壁大战，发生在江夏的金口。

在江夏金口这片土地上还曾发生过夏逢龙兵变、太平天国之战、北伐战争、抗

日战争及解放武汉的战斗等战役。

金口赤肌山——赤壁古战场

金口淮山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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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古战场遗址

三国古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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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 20 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承载着独特

的历史意义。中山舰长 62.48 米，宽 8.19 米，桅杆高 39 米，是一艘钢门结构炮舰。

1913 年开始服役，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

山舰事件”和“武汉保卫战”五大历史事件。

一代名舰——中山舰

民国中山舰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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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与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

连，它是两次国共合作的见证，它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抵抗外族侵略的象征，它也

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修复后的中山舰

金口打捞修复后的中山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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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载：1926 年 8 月 27 日，北伐军在汀泗桥战役中

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后，29 日，叶挺率独立团向贺胜桥发起进攻，至 20 日上午

10 时全部攻克贺胜桥，双方伤亡很大。

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宽南窄，西南低，东北高，

依地势形成三层阶梯式结构，长约 285 米，宽约 25 米，四周用块石混凝土建成围墙。

基座1.6米、上为0.6米高的露孔栏杆。1980年6月由武昌县人民政府拨款进行维修。

陵园东紧临 107 国道有三孔式门楼，为 1993 年武昌县人民政府修建。1996

年 10 月、2003 年 12 川武汉市人民政府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维修和环境整治。园内

由南向北依次为纪念墓、纪念亭、纪念砷等纪念建筑。

北伐丰碑——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

贺胜桥北伐阵亡陵园 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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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武汉人民送给第四军铁盾牌子

贺胜桥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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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山矶驳岸位于江夏区金口街槐山西麓长江边，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是长江

上仅存的一处古代航运建筑设施。驳岸全长 247 米，平均高度 7 米 ( 最高处 9.3 米 )，

分三层台阶依山就势而筑。底层台阶因地势而调平，平均高度 3 米左右，宽 2 至 2.3

米，第二层台阶高 2.3 米，宽 2 至 2.3 米，上层台阶高 2.3 米，宽 5 米左右。

上层台阶临江面还装有瓜棱式顶望柱 130 根，花岗岩石雕凿的栏板 129 块，

抱柱鼓石 163 块。整个驳岸，气势雄伟，布局合理，构造精巧，极具明代雄浑大

气的建筑风格。2013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槐山矶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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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堂古井位于江夏土地堂老街，建于民国，古井为一眼泉，口小底大，砖石

结构，井近五米深。

槐山留云亭位于江夏区金口街北长江南岸槐山顶部。传说为菩提达摩“一苇航

江”处，故古称达摩亭。亭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民国 13 年重修。因发现诗碑所刻“昔

有黄鹤在汝南，城迁一去不复返。此处空余亭春秋，白云千载留槐山”而易今名。

即亭依诗名，诗以亭传。

土地堂古井

槐山留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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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闸位于金口街金水闸禹观山东侧金水河口，是近代长江水域史上的一座重

要水利设施，20 世纪 30 年代湖北最大的排水闸。建筑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民国 13 年（1924 年）秋开始勘探设计。民国 21 年（1932 年）9 月 5 日蒋介石亲

自签发《关于修建金水闸的批文》，直到 1935 年 3 月工程竣工。

该闸系钢筋混凝土建筑，分三孔闸，闸门三块，单孔净宽 6.65 米、净高 7.68 米，

流量 104.6 立方米 / 秒，系卷杨式手摇起闭式结构。闸底高程 13.2 米，闸墩高程

20.27 米，闸室总宽 44 米，顺水长 108.86 米。

竣工后，闸背上修建了纪念碑，正面携刻着蒋中正题字“金水闸”三字，背面

携刻着全国经济委员会碑文，计 259 字。

金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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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古井位于江夏纸坊城区老街，建于清代，因其西边的龙头山而得名，井水

来自山泉。古井有两口泉眼，口小底大，水清澈见底，井近六米深，青石料井壁，

因常年使用，井壁口光滑圆润，现四周建有水泥围墙。

八分山子午石位于江夏区纸坊八分山顶，身方顶圆，群石环之，古代遇旱祷雨

皆在石前。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湖广总督汪志伊曾亲至山上祷雨，并于子

午石正面镌“八分山之神”，左旁镌“子午石”共 8 字。

龙头古井

八
分
山
子
午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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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老街作为江夏金口民俗风貌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有 1300 多年，老

街石条路与砖木结构的老屋古韵犹存，见证着金口昔日的繁华。

舒安余立生民居位于江夏区舒安街大安山村南畈余湾的东部。是一处清代老宅，

系砖木结构的瓦房，坐东朝西，面阔三间，上下两栋，内有天井、大堂、左右侧房、

木雕刻等，屋顶盖黑色布瓦，徽式结构，保存较好，已将此民居公布为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

金口后山街石板老街

舒
安
余
立
生
民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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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界陈氏民居位于江夏区五里界街檀树岭村杨陈湾。建于 1866 年，距今有

140 余年历史，系砖、石、木结构，明三暗九间，总建筑面积 800 平方米。墙体用

青灰砖砌建，门框为花岗岩条石，门为木质，外包有乳钉纹及八卦图案的铁皮，窗

为铁柱，大门前上方用大理石雕刻的“皇恩旌表”四个大字，宅内木架结构有体现

家庭福贵祥和的刻花图案，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反映武汉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

五里界陈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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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泉上李谱民居位于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办事处勤劳村上李谱湾西北部。原建

的居民建筑为上、下两幢 , 屋内木柱雕有花纹图案 , 巷道 , 石板路 , 阴沟均用青石板

砌筑 , 湾前的月塘碧水映人 , 月塘边的望柱及栏板石 , 加工工艺精巧 , 布局协调 , 个

别石柱上鸟兽花纹尚存 , 可谓是武汉地区一处独特的明清民居建筑。

此民居及附属建筑约占地 1500 平方米 , 并且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与改造。

2008 年 8 月 25 日，江夏区人民政府已将此民居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乌龙泉上李谱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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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徐祖斌民居位于江夏区山坡街先锋村上门徐湾。距今已有 140 年的历史，

系砖、石、木结构的老宅。分前、中、后三栋连体建筑，面阔三间，有大堂、天井、

侧房多间，局部木结构上有雕刻的花纹图案。整个房子长 23.8 米、宽 18 米。布局

很有特色，徽式建筑风格，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山坡徐祖斌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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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丰碑——天子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梁子湖风景区保福村天子山上，濒

临梁子湖，基地上建有保福祠抗日烈士纪念碑、抗日烈士浮雕，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整个建筑庄严肃穆，四周苍松翠，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烈士，于 1987 年拨

款修建。现属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楚天丰碑——天子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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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 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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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江夏自古为政治、军事要地，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因素，

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

历史上，湖北江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是伟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又是中

国革命的中心区域，为波澜壮阔的中国红色革命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些革命遗迹

成为比较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红色旅游资源，江夏区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江夏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基地，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内安葬着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为攻克贺胜桥而阵亡的将士，中山舰是 20 世纪前期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承

载着独特的历史意义，与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

件紧密相连，它是两次国共合作的见证，它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抵抗外族侵略的象

征，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为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实

现国家繁荣富强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从打响武

昌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熊秉坤到武汉“五四”运动领导人恽代英，从中国红军巾帼英

雄唐义贞到抗日爱国将领刘家骐……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

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生境界。

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英雄，是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爱国主义教育最

生动、最直接的教材，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