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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邱
乾谋） 全国艺术院校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党

史教育”系列公开课第

十一讲日前在北京服

装学院 1 号秀场举行。

北服党委书记周志军

以“从北京服装学院发

展看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与文化自信”为

题 进 行 了 专 题 讲 授 。

她通过网络平台向全

国部分艺术院校师生

进行直播。学校400余

名师生代表在现场聆

听。京内外部分艺术

院校组织师生线上收

看。

周志军介绍，北服

前身北京纺织工学院

成立于1959年，是为满

足我国纺织服装行业

的发展应运而生。她

以“布票”这一特殊的

历史符号为例，进一步

阐释了 1956 年党的八

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

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

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

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

之间的矛盾”。

到了改革开放初

期，1981年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指出，“我国

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 会 生 产 之 间 的 矛

盾。党和国家工作的

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

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改革开放使中

国纺织服装业发展取

得了重大进步。1983

年，取消布票标志着中

国人民的衣着消费开

始从数量的满足进步

到 对 品 质 、品 种 的 要

求。这一时期中国纺

织服装业发展重在解

决“好不好”的问题，着

装体现为多元化、个性

化 与 国 际 化 的 特 点 。

1987 年北京化纤工学

院改扩建为北京服装

学院。这恰好顺应了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发展变化，是为了更好

地实现人民对物质文

化的新要求。这次更

名明确了学校从以工

程为主，到艺术、工程

共 存 融 合 的 重 大 转

型。北京服装学院成

为了中国服装界的“学

院派”并快速发展。一

批批杰出纺织服装理

论 、服 装 史 研 究 的 专

家 、设 计 师 与 优 秀 团

队、毕业生涌现出来，

展现了北服人“为人民

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初

心使命。

2017年，党的十九

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越来越要求文

化自信。2019年经教育

部批准，北京服装学院

由理工类院校调整为艺

术类院校，建设高水平

特色大学。这次办学类

型的调整，凸显了新时代

北京服装学院坚持为“人

民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设

计。

将秀场变课堂，T

台做讲台，由主讲人讲

述、图文并茂、场景复

原的视觉展示和现场

T 台展演构成的立体

化授课方式，是北服推

动思政“小课堂”和社

会“大课堂”紧密结合

的大胆尝试，也是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和深入推进“四史”

学 习 教 育 的 有 益 探

索。别开生面的讲授

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师

生爱党、爱国、爱校的

情怀，使学生深刻体会

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以

及自己作为新时代青

年学子的使命和担当。

本次“红色经典作

品中的党史教育系列

公开课”由 11 所艺术

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合主办。活动邀请

了一批党史专家、艺术

院校党委书记、艺术名

家、思政课专家，结合

红色经典作品讲授党

史公开课，通过公开课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

习方式，充分发挥艺术

院校的专业特色，把党

的历史“写出来”“唱出

来 ”“ 画 出 来 ”“ 秀 出

来”，把党的历史和优

良 传 统 学 习 好 、传 承

好、发扬好，融入思政

课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这次参与“一二九”运动纪

念亭征集活动的经历，给8245

班的学生带来了不少收获和成

就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

际，爱国学子走上街头，齐声发

出抗争的声音。前辈的事迹激

励着学生在设计的过程中不断

克服苦难，许多人都通宵达旦

进行自己的设计。这种爱国的

热情，无论是在“一二九”运动

中，还是在纪念亭的设计过程

中，都在传承着、发扬着。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的

设计过程也提醒着建筑系学

子更多去关注建筑背后的故

事。“历史背景、文化渊源、社

会热点，最终都会与设计方案

有关系。”张建教授说。建筑

并不只是冰冷的混凝土，也是

在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历史，成

为情感寄托的载体。

在这个承平岁月，往昔峥

嵘岁月沉淀的精神财富更需

要反复回味与传承。

距离纪念亭的设计已经

过去了 37 年，张建教授对如

今新时代的工大学子也充满

了期许。他说：“作为一个学

生，不能只会学习，还得有家

国情怀。建筑师要有社会责

任感，应该对人民负责，对时

代负责。”“看到碑文和纪念

碑，忽然能感受到那种历史

感，也更让人们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同学们听完张建老

师的介绍后表示。

张建教授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学子讲述“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当年
的故事。 钱昱聪 摄

秀场变课堂

T台做讲台

“一二九”纪念亭设计方案参与者张建

讲述那一段党史与精神
本报记者 邱乾谋 本报通讯员 钱昱聪 张宇庆

“老师，为什么‘一二九’

纪念亭会选址在樱桃沟？”在

场的一位同学问，张建教授介

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

“一二九”纪念亭的设计和落

成。1980 年 6 月，北京市植

物园管理科樱桃沟班工人在

清除樱桃沟旁的杂草时，发现

沟旁的一块大青石上刻有“保

卫华北”字迹。时逢市政协主

席刘导生听说此事，证实“保

卫华北”4 个字是 1935 年“一

二九”运动时，爱国抗日的北

平学生联合会中两位地质系

学生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在休

息时刻下的。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

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

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

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

日救国新高潮。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

爱国运动。

1984 年，“一二九”运动

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开始。

当时北京的 3 所高校：清华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

工业大学参加了征集活动，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的苗冠

峰老师等将此活动作为真题

设 计 布 置 给 建 筑 系 8245 班

的学生。

“ 我 们 班 一 共 20 名 学

生。老师就让我们每人先出

一个方案，评图后老师再把相

似的方案合并成一个方案。”

张建教授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8245 班的学生翻阅了当

时“一二九”运动的相关材

料，认真学习了那段历史后

便 开 始 着 手 他 们 的 设 计 方

案。学生来到樱桃沟进行实

地勘察，“因为是真题，所以

必须要考虑到建筑与场地的

联系。我们去到樱桃沟后发

现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松树和

柏树，非常适合做一个庄严

肃穆的纪念性建筑。”张建教

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勘察

完场地后的问题就是如何设

计出一个有特色的纪念性建

筑，如何通过建筑方案展现

当年“一二九”运动的抗日精

神 。 8245 班 的 学 生 集 思 广

益，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修

改优化设计稿。一位姓谷的

女学生提出一个帐篷式的方

案，指导老师整合她和其他

几个学生的类似方案，最终

确定了北京工业大学参与征

集活动的最终方案。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被

设计成帐篷式的灵感源于当

年的夏令营活动，爱国青年曾

驻足于此，扎下帐篷，共叙爱

国理想。“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位于“保卫华北”石刻对面，隔

沟相望的石砌方院中，8 个鎏

金大字，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彭真题写。共青团

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学联的纪

念碑文，由著名书法家刘柄森

书写。纪念亭在纪念碑南侧，

由 3座三角形小亭组成，共青

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学

生联合会募捐建造。3座三角

形小亭组成的三角形是“一

二九”运动举办军事夏令营

时露营帐篷的缩影，3 个三角

形组成一个立体的“众”字，

寓意着广大民众的觉醒和人

民 众 志 成 城 抵 抗 侵 略 的 决

心。挺拔的建筑线条象征青

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

神，大小 3个亭子表示革命传

统代代相传，革命事业后继

有人。

从发现到重现

从创意到落成

从灵感到实践

从学习到收获

“这个纪念亭是我们班同
学和老师共同设计完成的，那
是 1984年的事了。”北京工业
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张建教授站
在北京植物园樱桃沟“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前，对“00”后北工大
学子讲述当年的故事。

坐落于樱桃沟的“一二九”
运动纪念亭，在绿树的掩映下，
静谧又美好。３座白色的帐篷
式建筑前张建教授娓娓道来那
段与“一二九”运动相关的历
史。37年过去了，从当年亲历
设计征集方案的一名大学生到
如今城建学部的教授，张建教
授感慨万千。

当时征集方案在各大学进

行巡展，北工大的设计方案得

到了评委和师生的一致肯定，

也获得了当年参与过“一二九”

运动的老同志们的认可。最

终，这一设计从47个征集方案

中脱颖而出，被确定为“一二

九”运动纪念亭的最终方案。

“得知设计稿被选中后，

我们班同学都十分兴奋，觉得

也挺难得的，没有想到北京市

学联最终选定了我们迸发的

一个小火花。”张建教授说。

自建系以来，北京工业大学建

筑系一直坚持“真刀真枪”做

毕业设计，建筑系强调教学与

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真题真

练，大五毕业设计时学生接到

的任务可能就是一个真实的

工程。

“真题真做是我们实践教

学一直提倡的理念。如果能

够和真题结合起来，一方面提

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真题中往往会出现很多不

可预见的场景，能锻炼学生处

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张建教

授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