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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七月 追寻红色印记④
■杨微微/文 孙凛/图

瑞安博物馆创建于 1956 年，前身为瑞安县文物管理

委员会、瑞安市文物馆，原址在浙江省著名藏书楼玉海

楼内，迄今 57 年。

瑞安博物馆新馆位于罗阳大道瑞安广场东首，2013

年建成开放，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展示、保护研究、宣传教

育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 10390 平

方米，展厅面积 3500 平方米，丰富的文物藏品包括国家

珍贵文物 700 余件，古籍 30000 多册。作为公共文化设

施，博物馆既是瑞安历史文化记忆的空间，也是百姓参

观、求知和休闲的场所之一。

瑞安博物馆设有基本陈列——《天瑞地安》、专题陈

列——“馆藏书画展”及“民间文物捐赠与收集精品展

补”。《天瑞地安》采用遗址复原、场景再现等陈列手段和

幻影成像、多媒体影像集成等展陈技术，结合文献资料

与馆藏资源，系统展现瑞安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凸显

瑞安地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两个专题陈列既全面反映

瑞安书画艺术的悠久渊源和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累累

硕果，又充分体现瑞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民众对博物馆

事业的支持与热爱。位于三楼的两个临时展厅将不定

期地引进各类精彩纷呈的临时展览，为观众呈上精美的

视觉盛宴。

毛泽东“五九”批示纪念碑、亭位于安阳街

道隆山公园内。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浙江省七

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做出批示

（称“五九”批示）指出：“⋯⋯干部和群众一道

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是我们的干部

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砖，不是浮在

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

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因 7 份材料

中有一份是《瑞安县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

加劳动》的材料。所以，批示下达后，在瑞安全

县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极大

鼓舞。隆山公社的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群众的

生产热情高涨，全公社的水稻年年高产丰收，

公社书记陈阿木还被评为“全国水稻生产能

手”。隆山公社干部不脱产制度一直坚持了十

几年，在农业战线上树立了好典型，取得了辉

煌成果。

1993 年 5 月，市委协同城关镇隆山街道办

事处(今为安阳街道办事处)举行毛泽东“五九”

批示 30 周年纪念活动，并发动社会各界捐资，

在市区隆山公园内建造了毛泽东“五九”批示

纪念亭——《五九亭》。

毛泽东“五九”批示纪念碑《五九亭》占地

面积 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 平方米，亭顶高

10 米，亭四周建有二进栏杆，亭前树立着一对

陶瓷华表灯柱。亭正面檐横额刻写“五九亭”

背面檐横额刻写“高瞻远瞩”，亭的六根石柱上

刻三副对联。亭的中央竖有一块汉白玉石碑，

高3米宽1.3米，正面刻有毛泽东“五九”批示全

文，背面为碑记。

五云山革命根据地是浙南地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

地，创建于 1936 年，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浙江省

委、浙南特委和瑞安县委机关的驻地和交通枢纽，素有

“浙南井冈山”之称。刘英、粟裕同志在这里开辟了五云

山革命根据地，龙跃、程美兴、张金发、郑嘉顺、郑伯永等

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这里宣传革命真理，发展党员、壮大

组织，成立地下党、武工队、县大队，领导群众开展游击

斗争、统一战线工作；佘声斋、姚廖弟、徐金福、白希钦、

姚思通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用生

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五云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其南连北接的地理优势，迅

速成为浙南重要的革命据点之一。1938 年至 1949 年的

十余年间，五云山革命根据地与国民政府军发生了几十

次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涌现出黄志韶、苏尚镜、金兴弟、

陈贤庆、谢冬梅等革命先烈，他们用鲜血谱写了一曲可

歌可泣的“五云燃情”壮歌。

五云山革命纪念馆于 2014 年 1 月招投标，2014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4 月 27 日举行开馆仪式。该馆建

筑面积 799 平方米，建设用地 1274 平方米，是一个功能

完善、设施先进的红色文化基地。

玉海楼，坐落在瑞安东北隅，是中国东南的著名藏书楼

之一。玉海楼含孙诒让故居和百晋斋，原占地面积约8000

平方米，其三面环水，前后两进。1996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玉海楼左临湖滨公园，与绿荫蔽天的古榕遥相辉映；三

面环以池塘，前后凡两进，面阔各五间，楼有廊，前后相通。

大门有清李文田书“玉海书藏”匾，左右嵌以郭沫若书的“玉

成桃李”、“海涌波澜”青石联；前后厅堂分别悬以郭沫若和

潘祖荫书的“玉海楼”匾额。楼西首有“园厅”名“恰受航”，

取杜甫“小航恰受两三人”诗意；又称“百晋陶斋”,厅前有园

曰“颐园”，相传毁，园有荷花池，年年盛开。

玉海楼原有图书八、九万卷，均系孙氏父子恣意搜求所

得，其中多乡帮文献、珍籍善本。孙诒让卒后，善本图书多

归杭大收藏。

建国以来，玉海楼经多次整修，已渐复旧观。自从文物

馆驻内办公以后，栽松莳花，美化了环境，并征集到大批古

籍、字画和文物，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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