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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简称“常”，别称龙城，江苏省辖地级市，位于

长江下游平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常州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末期（前 547 年），吴王寿梦第四

子季札封邑延陵。西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改称毗陵。西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年），改置毗陵郡，自此，常州历朝均

为郡、州、路、府治所，曾有过延陵、毗陵、毗坛、晋陵、

长春、尝州、武进等名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始有常

州之称。

常州是一座有着光辉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江南名

城。在血与火的熔炼中，常州涌现了众多的英雄儿女，他们

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并成为“常州三杰”。

为了更好地传承“常州三杰”精神，缅怀为革命胜利、

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壮烈牺牲的 4000 余名常州英烈，1974 年

冬，常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南郊公墓筹建烈士陵园。1978 年，

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正式成立，成为社会各界悼念革命英烈，

感悟先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

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常州市天宁区兰陵北路315号，

占地面积 6.4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

率约 80%。景区由革命烈士纪念碑、“常州三杰”群雕、常

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常州革命史纪念馆、三杰厅、诗抄碑廊

等组成，以大量的照片资料、珍贵的革命文物、生动的艺术

作品、先进的展示手段，再现了“常州三杰”的斗争历史，

歌颂了革命烈士追求真理、前赴后继的崇高品质。

瞿秋白纪念馆位于钟楼区延陵西路 188 号，原系城西瞿

氏宗祠，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于清光绪年间，任湖北布政

使时捐款建成，面积 1025 平方米，分东西两个大院，各有四进，

瞿秋白家因贫困所迫，1912 ～ 1916 年在祠堂东院居住。瞿秋

白故居，于 1982 年 3 月 25 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

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 198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 50 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

张太雷纪念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和平中路子和里 3 号，

由张太雷旧居、纪念馆和太雷青年信仰空间三部分组成。张

太雷旧居建筑面积 308 平方米，为一座二进三开间东西两路

砖木结构的江南民居建筑，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1918 年张

太雷与陆静华结婚时借居于此，三个子女都出生在这里。1987

年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按原貌修复并对外开放，馆名“张太雷

故居”由邓小平同志题写。2006 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常州盟史馆位于青果巷东段礼和堂内，展馆分为“立盟

为公，薪火相传”、“参政为民、凝心聚力”、“社会服务、

创新发展”三个篇章，展示了常州民盟的发展历程、政治担当、

社会服务等内容，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团结各界人

士，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动人事迹和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在民盟发展历程中，常州

籍民盟杰出人物李公朴、史良、华罗庚、刘海粟、周有光等

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公朴、史良、华罗庚并称为“民

盟常州三杰”。

常州红馆的前身是红庙，见证了常州地区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是常州革命史上的一艘“红船”。2019 年，红庙

被移建至环岛路，更名为常州党建与红色文化主题教育馆。

馆内系统展示了常州地区近百年来的党史、革命史和组织史

料，同时具有开展历史教育、党务培训以及主题活动等服务

功能，成为常州重要的红色地标。

常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革命遗址、遗迹

和领导人故居、红色纪念场馆颇多，红色基因早已融入了这

座城市的血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让我们汇聚力量、奋勇向前，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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