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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文化
01.



       海南岛，又称琼崖，是祖国的宝岛，在20世纪20年代

末3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高潮中，觉醒的琼崖妇女革命性空

前高涨，强烈要求参军参战。

       1931年5月1日，随着琼崖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斗争形势

的发展，在琼崖乐会县(今琼海市)第四区革命根据地，诞生

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妇女组成的革命武装——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虽然这支队

伍只存在了500余天，然而她们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

敢为人先、紧跟党走、殊死奋战、奋勇向前的女性革命精

神冲破国界的局限，被世界妇女和人民所厚爱，是“世界

革命的典范”，她们反压迫、争自由、求解放，是中国革

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

辉典范。

红色娘子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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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3月26日，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这支不

属于正规红军连队建制的队伍被认为是女子军特务连的前

身，1931年5月1日，一支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一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了。

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饱受旧社会的压迫与迫害从而走上革

命道路的农村青年妇女，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

握手中枪，坚决听从党的召唤，时刻准备上战场。

       1932年春末，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

红一团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三团女子军第二件的扩建，是女

子军进入全盛时代的标志。

女子成军 紧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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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军特务连担任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

宣传发动群众，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她们被称为:警

卫队、宣传队、战斗队,每个战士都具有警卫员、通

讯员、宣传员和战斗员的素质和职责。她们不辱使命,

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同红军第二独立师主力部队一

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县，鏖战50

多场。在伏击沙帽岭、火攻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据点

及马鞍岭阻击战等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在

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打出了军威，成为一支英

勇的红军战斗连队，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在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

不怕牺牲 殊死奋战



       

巾帼旗帜 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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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琼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更多的女共产党员、

女共青团员、女革命战士，她们继承和发扬女子军特务连的

革命精神，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她们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真正顶起了“半边天”，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和海南岛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远去，红色娘

子军者战士不忘初心,主动担任宣传革命精神的“红色教员”，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不灭的信念之火感召后人。

       在新的时代，革命精神穿越时空，光照当下，薪火相传。

广大妇女继续发扬红色娘子军革命传统,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在琼海、在海南、在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红色娘子军式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展现着红色娘子军传人绚丽风彩。 蒙钟德  摄



        

       1955年11月，琼剧《琼花》在海口市广场戏院进行了首场演

出，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1958年秋天，《琼花》经过四次

更稿，最后拿出了新定名为《红色娘子军》的琼剧剧本，并于

1959年4月13日在海口演出，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对于红色娘子军

的艺术创作。

       1956年，刘文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时，经过多

方采访，发掘了娘子军连的事迹，写成了《红色娘子军》这篇报告

文学，发表在1957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第一次披露和宣

传了娘子军连的事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4年5月，《中共党

史资料》刊登了刘文韶写的《采写红色娘子军的回忆》，正式确认

了红色娘子军这一称谓源于刘文韶创作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经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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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11月，琼剧《琼花》进行首演

• 1961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

•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

• 1967年5月31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定为首批八

个样板戏之一

• 1971年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彩色电影上映

• 1964年昆剧《琼花》编排公演

• 1964年京剧《红色娘子军》首演

• 2005年8月1日电视剧《红色娘子军》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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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占地面积50亩，园区有红色娘

子军纪念馆、和平广场、大型主题雕

塑等，纪念园于2000年5月1日建成，

2021年闭园进行修缮改造，2023年9

月23日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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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只见原景区大门被改建为

开放式入口，入口广场处一座名为《曙光》的新建主题

雕塑栩栩如生，是天津美术学院于世宏教授的作品，雕

塑高5.5米，以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历史为背景，以红色

娘子军为原型，一凿一刀，重塑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历史，

生动刻画出红色娘子军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坚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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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正中央是一组女子军

竹笠、军号、和平鸽、砸断的

锁链等元素组成的巨型雕塑。



两侧还有四组红色娘子

军纪念群雕，是上海美术学

院张海平教授的作品，四组

群雕分别刻画了红色娘子军

英勇战斗、艰苦生活、刻苦

训练和军民鱼水情的战斗、

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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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园内建有主题展馆，《战地琼花——红色娘子军主题陈列展》开放中，整体展陈面积为1760平方米，通过文物、图片、多媒
体的展示方式，全面展现了红色娘子军的革命历史和其相关经典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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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序厅中浮雕展示的是娘子军队伍的画面：人们头戴五星八角帽，身穿戎装，坚毅地望向远方的敌人。她们是一支由青年妇女组

成的革命武装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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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日成立在乐会县第四区，作为琼崖工农红军的组成部分，女子军特务连配合主力

部队转战琼崖各地，鏖战50多场，这支队伍虽然只存在了500多天，但她们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巧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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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岛上男性准备前

往南洋打工求活，在博鳌

码头与妻儿分别的场景。



红色娘子军在开会进行战略部署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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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在1984年为琼崖纵队所题：孤

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一语

道出琼崖革命的艰辛与成就。



       1950年5月1日朱德总司令为海南革命

烈士纪念碑题的词，是总司令对琼岛革命先辈

功绩的重视与高度赞扬。

       长期坚持琼岛革命斗争和英勇渡海作战而

牺牲的同志们！你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你们的英雄行为，对解放琼岛和全中国起

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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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邓华同志给解放

海南岛部队题写的：乘风破浪

解放海南，在战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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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白驹题词：祝贺全岛解

放的伟大胜利。

在和平年代，红色娘子军

的老战士们继续用亲身经历和

不灭的信念之火感召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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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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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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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红色文化

  追寻红色记忆，缅怀峥嵘历史。海南特殊的

地理位置与革命历史，成就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

化。红色娘子军、琼崖纵队、五指山根据地、解

放海南岛、白沙起义、西沙海战、南沙海战等，

为海南留下了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红色遗址遗迹。

 作为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红色文化的鲜活

载体，红色遗址就如一盘珠玉散落在琼岛各地穿

越历史的烟尘仍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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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解放公园
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境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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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高角解放公园位于临高县北部海岸，距离

临高县城11公里，是解放军渡海登陆战主要登陆点。        

       为纪念解放海南渡海登陆战，在登陆点建起了

临高角解放公园，公园已被确认为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公园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大的革

命历史纪念意义，是海南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和对

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境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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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确定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1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将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确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6月25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北

路竹林街131号，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690平方米，始建

于民国八年（1926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是一栋典型的

南方住宅，院内有瓦面平房两幢，每幢分隔3间，中为厅堂，两侧各有

两个小房，两幢平房的前、中、后各有相应的庭院，东、西两侧是厢

房，均为砖木结构，并置有小花园。旧址在琼崖人民武装革命斗争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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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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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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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创建

的中心革命根据地，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琼崖红军独

立师三大机关长期驻在母瑞山，领导琼崖人民开展英勇顽强的

革命斗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曾两度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为

琼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

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启迪后人，弘扬

母瑞山革命精神，加速海南特区经济发展，海南省委省政府于

1993年2月决定建设“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纪念园于

1996年8月1日举行落成剪彩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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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椰子寨战斗遗址
琼海市境内的遗址

03.海南红色文化

   椰子寨战斗遗址含主战场、讨逆革命军前线指挥

部、加所坡作战指挥部、王文明率琼山和定安讨逆革

命军强渡万泉河登岸渡口等。

  主战场遗址位于嘉积镇椰子寨村委会青砖老街，

讨逆革命军前线指挥部遗址位于嘉积镇椰子寨小学洞

主庙，加所坡作战指挥部遗址位于嘉积镇温泉村委会

春心园村康氏祠堂，王文明率军登岸处遗址位于嘉积

镇椰子寨墟集东门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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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寨战斗遗址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海南省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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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毛阳琼崖纵队司令部旧址），是全

国三十条红色旅游经典线路之一。是海南第一个以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为主题，集观光、度假、黎苗族风情文化、休闲为一体的旅游圣

地。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建于2001年，以原琼崖纵队司令部

旧址为依托，是全国100个重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21年6

月21日上榜海南省民政厅公布的海南省首批71个红色地名，是8个

“革命根据地”之一。

  2022年3月22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获得“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2022年11月14日，五指山市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举行国家4A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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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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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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