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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凌海市萧军纪念馆、萧军故居

山村里走出革命作家
本报记者 赵 雪

党史学习教育 特别策划

1929年

以“酡颜三郎”为笔名
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

《懦……》

1933年10月

与悄吟（萧红）出版小
说、散文集《跋涉》

1934年

《八月的乡村》创作完成

1937年

小说、散文集《十月十五
日》，中篇小说《涓涓》出版

1938年

出版报告文学《侧面》

1940年6月

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

1941年1月

创办会刊《文艺月报》

1942年5月2日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萧军在会上作了《对于
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
见》发言

1954年—1957年

出 版 长 篇 小 说《五 月
的 矿 山》《过 去 的 时
代》等

1980年

出版长篇小说《吴越春秋
史话》

1982年

出版自传《我的童年》

2006年6月

生前创作的回忆录《人与
人间》出版

萧军创作年表

萧军故居。

山村里的故居犹在

在锦州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有
一座古朴的农家小院。4月28日，记者走进
这个小院时看到，院落5间正房、东西为厢房，
村民花云芳和丈夫刘殿阁正在院里除草。

这里是萧军故居，院里还有一段 2 米
高、6米长的石头墙，这堵萧军老屋保留下
的墙，被大家称为“世纪山墙”。

刘殿阁今年77岁了，花云芳76岁，上世纪
80年代初，夫妇俩在这座小院住过。2007年
沈家台镇政府修缮了萧军故居，随后正式
对外开放。刘殿阁买了新房子，但是他和
老伴儿心里放不下这里，经常回来看看，现
在他已经成为萧军故居的义务讲解员。

刘殿阁说，自己和萧军是远亲，萧军作
为革命作家是他们的骄傲。他希望能用自
己的方式，将萧军的事迹传播出去。

萧军故居5间正房展出了萧军生前用
过的书箱、书架、衣物、写字台、皮包、沙发、
文房四宝、书法作品和一些小工艺品。东
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为萧军生平展览厅。

1907年7月3日，萧军在这座小院里出生，
从小性格刚烈。萧军本名刘鸿霖，小名欢气
儿。父亲是细木工人，在镇上开了一家作坊。

萧军生前曾多次说过，小时候他时常坐
在大树下听祖母讲《杨家将》等故事，听五姑
唱皮影戏，这使得他最初懂得爱国爱民的道
理和做人的忠奸之别，更使他幼小的心灵，
受到了文学艺术的启蒙。故乡的生活曾为
萧军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他的自
传《我的童年》写的就是这里的生活。

在萧军故居的后面，还有一个占地近
5000平方米的萧军文化广场。在广场上有一
座名为“八月的乡村”的展馆，现在除了来参
观学习的人，这个广场也成为村民时常聚在
一起聊天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知道了萧军，知
道了这位著名作家的忧国忧民情怀。

离开下碾盘沟村之前，一位村民告诉
记者，上世纪 70 年代末，萧军还曾回到这
里，当时萧军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五十
年寄迹江湖老，三千万人民故日情。

纪念馆现存4510件藏品

4 月 28 日，锦州凌海市萧军纪念馆副

馆长林淑云格外繁忙，安排萧军纪念馆流
动展板的摆放位置、在山神村中心小学
挑选适合讲解的点位、准备足够数量的
文化宣传读本。看着学生们齐声诵读

《八月的乡村》中的名段，林淑云欣慰地
露出笑容。

“这只是今年凌海市萧军纪念馆宣传党
史、讲述萧军故事的一小部分工作。”林淑云
说，今年，萧军纪念馆已深入多个乡镇，利用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等形式举
办宣教活动，受到广大村民的好评。

萧军纪念馆的前身为“萧军资料室”，
曾是我国第一个在世作家资料室。萧军
去世后，改为萧军纪念馆。历经 30 多年
的变迁，萧军纪念馆目前建筑面积已达
3500平方米，是一座全面展示著名作家萧
军的人生轨迹、创作道路和思想风格的主
题纪念馆。

林淑云说，萧军生前曾将自己收藏的
字画、手稿、书法、史料等捐献给纪念馆。
1988 年 6 月 22 日萧军因病去世，终年 81
岁。他去世后，其家人将萧军遗物无偿捐
献给了纪念馆，当年纪念馆工作人员特意
赶往北京，带回30多箱萧军遗物。

如今，在萧军纪念馆内有藏品 4510
件，其中国家二级文物25件，三级文物335
件。包括萧红当年用自己的稿费给萧军买
的鹿皮大衣，部队战士用子弹壳给萧军制
作的拐杖等。

4 月 28 日，记者走进三层楼高的萧军
纪念馆。馆内有“萧军生平展厅”“文物收
藏厅”“多功能展厅”“东北作家群展厅”等
多个展厅。馆藏资料为研究萧军文化和文
学思想、弘扬萧军精神提供了全面的素
材。“萧军纪念馆从建馆开始就成为一些高
校教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基地。”林淑云
介绍。

在纪念馆一楼的萧军生平展厅，陈
列着大量萧军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及手
稿、照片、书信等；东北作家群展厅以时间
为主线，通过“三十年代文坛上强劲‘东
北风’”“鲁迅与东北作家群”“辉映在抗
日烽烟中的耀眼群星”“东北作家群创
作的价值和意义”四个部分的内容，再
现了东北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
及东北作家群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与

文学成就。
据凌海市文化旅游中心副主任满志野

介绍，多年来，萧军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者
近 300 万人次，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力
量”打卡地。现在每次参观活动结束，纪念
馆内的多功能厅还会准备一堂微党课供大
家学习。记者在纪念馆的工作计划上看
到，“六一”儿童节，纪念馆还将组织有奖知
识问答活动，准备了100道党史知识、50道
关于萧军的问题让学生抢答。

家乡人追忆往事

得知记者要来萧军纪念馆采访，74岁
的张栋特意赶到纪念馆。他是中国萧军研
究会理事、凌海市作协名誉主席。

张栋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萧军更像
他的“人生导师”。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张栋考上了锦州师专中文系。1979年秋，
萧军受邀到锦州讲学，虽然张栋没能到
现场，但在老师的转述下，他对这位同乡
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张栋开
始着手研究萧军。在查阅大量资料后，
张栋写了一篇几千字介绍萧军的传记文
章，刊发在当地媒体上。后来这篇文章
被萧军看到，“萧军当时因为这篇文章还
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他写道‘希望你
和我一起，用笔为家乡人民争得更多的
光荣！’”

张栋说，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曾专程
到北京拜访萧军，并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
照片和资料展示给萧军看。1986年，萧军
把自己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作的
一首诗写成横幅赠给了张栋。

这些年，张栋先后在《文学报》《作家生
活报》《中国文化报》发表著述近百万字。
还著有传记文学《凌水雄魂——萧军》等。
张栋说，多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被萧
军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

1934 年底，萧军到上海，在鲁迅先生
的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学创作活动。1935
年 7 月，萧军自费出版了《八月的乡村》。
这部表现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的
伟大精神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受到了当
时进步读者的一致赞扬，被誉为抵抗日本
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在萧军纪念馆里，一处场景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那就是用全数字技术创作
的《八月的乡村》的幻影成像场景。场景
中出现的那座红色小楼，就位于青岛市
南区观象一路 1 号。正是在这座小楼
里，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萧红完成了《生死场》，均由鲁迅作序推
荐出版。

萧军以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为了
追求光明和进步，两次
奔赴延安，他继承了鲁
迅的革命斗争精神，他
一生拥护党，是党最忠
诚的朋友，他为祖国和
人民留下了大量优秀
作品。“他的革命精神
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
扬！”张栋说。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萧军文化”走进凌海市阎家镇山神村中心小学，学生在阅读有关萧军的资料。

采访中，研究萧军文化40余
年的张栋向记者讲述了萧军与鲁
迅的师生情。

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师生
情源于 1934 年的首次通信，在
青岛创作《八月的乡村》和《生
死场》的时候，两人遇到了创作
困难，便萌生了向鲁迅求教的愿
望。萧军当时怀着忐忑的心情
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鲁迅
竟然回信了。这封信让萧军非
常兴奋，读了好几遍。萧军真切
感受到鲁迅对于一个素未谋面
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推心
置腹”，认为他是个有博大胸怀
的人。

1934 年，在上海的内山书店
萧军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在上海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与萧
军、萧红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
谊。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萧军
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涨，相继完
成了《羊》《绿叶的故事》《江上》

《同行者》等小说的创作，1935年，
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作序，并称赞
它是一部很好的书。

几十年后，萧军还多次回顾
与鲁迅的交往经历，他说我和鲁
迅先生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
人生四个目的追求上，一是求得
祖国独立，二是求得民族解放，三
是求得人民翻身，四是求得一个
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
制度的实现。

萧军与鲁迅的情谊

4月28日上午，锦州凌海市阎家镇山神村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正进行着一场宣教活动，学生们齐声
诵读《八月的乡村》中的名段，他们从文化宣传读本上了解到出自家乡的作家——萧军。这是凌海市萧军
纪念馆举行的“萧军文化”进村屯、社区、学校活动。

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他的经典著作《八月的
乡村》细致刻画了东北人民浴血奋战、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群体。如今，在萧军的故乡，主题纪念馆、保护
完好的故居成为讲好萧军故事、学习宣传萧军事迹和精神的阵地。

小故事

展柜内萧军的作品。

萧军用过的写字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