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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 卓

清明节前夕，在哈尔滨烈士陵园汪雅臣将军的

墓碑前，冯壹拿着蘸满黑色墨水的画笔，指尖紧贴

着烈士生平文字一点点勾画。

冯壹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我为英雄

绘彩虹”团队。这个成立于 2011 年的团队，2015
年开始为烈士描碑。10 年来，在描绘烈士碑文的

过程中，他们不仅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更在

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中坚定了理想信念。

10年累计描绘烈士碑文11万余字

团队十多年前偶然的一次祭扫，改变了他们的

志愿服务方向。指导老师王慧记得，当时有一位烈

士家属反映，他们亲属的碑文脱色明显。同为烈士

家属的王慧有点心酸，“很多碑都有同样的情况，

我就跟烈士陵园谈，我们能不能修补这些碑文”。

2015 年 5 月，王慧带着 20 多名大学生开启首

次描碑。对于拥有绘画基础的学生来讲，描碑不

难，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看着身边烈士陵园碑文

一点点被修复，这群大学生将目光投向了远方。

2023年，王慧建议大家暑假返乡时组织身边同

学、朋友，参与描碑。除了邀请“大”朋友，他们还让小

朋友参与进来，“我们描小字，小朋友描大字”。据统

计，10年来，他们累计描绘烈士碑文 11万余字，覆盖 8
个省、21家烈士陵园。团队原创的《炮兵之父-朱瑞将

军》水彩绘本，触达 14所中小学，受益学生超 1万人。

描碑虽是重复性劳动，但坚持下来不容易。

2023 级美术学专业学生严俊敏对此深有体会。去

年夏天，他开着舅舅的车去烈士陵园，地表温度竟

高达 50多摄氏度，仿佛进了一个大蒸笼，“衣服湿

了干，干了又湿”。

2023 级书法学专业学生胡子晗去年在山东泰

安徂徕山烈士陵园描碑。他回忆，那些只写名字等

少量信息的碑，大概有半人高，需要蹲着描，描一

个要 15-25分钟。这个身高 1.8米的小伙子蹲下不

一会儿，腿就麻了。除了小碑，那里还有一个记载烈

士事迹的大碑，“描起来很费劲，有三四百字，大概需

要两个小时”。考虑到字迹统一，描碑必须由 1人完

成，“坚持到后面，不光腿麻，手也麻了”。

“描碑很辛苦，学生也很孤独。陵园很大，大

家都分散开来。我们要求不能听音乐、玩手机。全

神贯注是对烈士的尊敬。”王慧说。

真真切切地走进历史，从中汲取养分

每次描碑前，2022 级绘画专业学生崔鑫焕都

会在网上先查查即将要去的烈士陵园，看看这里埋

葬了哪些烈士，“这是一件十分庄重的事情，要怀

有敬畏之心”。

一些知名烈士能查到，但一些不太知名甚至是

无名烈士就查不到了。崔鑫焕说，到达现场后，他

们还会询问工作人员，充分了解那段历史，“我想

感受烈士的精神”。

2021 级环境设计专业学生汤文博是团队的上

一届负责人，组织了多场活动。他很关注红色历史

的发掘和传承，“最好是动手做，参与进来，才能

加深对红色故事的了解”。

作为团队的指导老师，王慧见证了大家的成

长。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沉浸式的思政课。从在教

室上思政课，到参加这样的活动，同学们可以真真

切切地走进历史，从中汲取养分。

除了描碑，2022 级绘画专业学生甄永绍还和

同学一起创作 《汪雅臣将军传》水彩绘本。这是他

们打造的第二套红色水彩绘本。在王慧办公室，记

者看到了甄永绍拿来的一大摞绘本草稿。同一个场

景有多个版本，他们会从中挑出一个最好的。

一个绘本从策划到印刷大概需要两年时间。为

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他们一边画，一边和党史专

家沟通。“学生有时候把握不好，或者把文字顺序

弄反了。过去的阅读习惯应该是从右到左，但有的

同学画成了从左到右。”王慧说，修改的过程也加

深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刚加入团队时，甄永绍觉得描碑很枯燥。“但

当你真的坚持下来了，从 1个字描到 100个字，从

一座墓碑到一片墓碑，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从1个字描到100个字，就真切地走进历史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谭雅丽

接到为烈士画像的任务时，一些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想象，自己要模仿刑侦悬

疑剧 《猎罪图鉴》 的模拟画像师，“影视作品照进

现实”。他们真正落笔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在人们关于逝者的记忆里，时间最先抹去的是

容貌：上海市松江区烈士陵园长眠的 173 位英烈

中，100多位没能留下照片、画像，世界上还记得

这些面孔的人越来越少。扭转遗忘曲线的节点在

2021 年清明节前夕，学生们完成的第一幅画像被

贴在陵园的墓碑上。4年过去，9位英烈的墓碑上

不再只有名字。

清明祭英烈的社会风尚由来已久。比如，1933
年开始，福建连城县温坊村村民年年清明节为红军

烈士扫墓。村里的老人记得，这项祭祖之外的祭祀

活动，在 1949 年以前是悄悄进行的。华南理工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刘嘉毅在 2023 年清明节去广

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做志愿讲解时，没想到“有那么

多人来陵园祭奠英烈”。

以“年”为尺度，在不变的追怀里能看到变

化：一些教育者意识到，烈士精神应该融入日常生

活，不能“一阵风”式教育；数字化祭扫、VR（虚拟现

实）技术打造云端纪念馆、AI复原烈士影像，技术发

展让烈士故事“贯通”时空，直抵人心。

舞台剧让红岩故事“旧事新讲”

“何功伟被押赴刑场时要上一百多级台阶，每

登一阶，押送者都问他愿不愿意 （投降），他都说

不愿意。”北京化工大学大三学生李语涵感动于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动中舞台上的这一幕。她

20岁，而何功伟被杀害时不过 26岁。

3月底，“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动走进北京化

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北电力大学，为近

3000 名师生讲述红岩故事、中国革命史。展演由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打造，自 2020年在重

庆大学首演以来，已在多地高校演出。

李语涵家在四川，曾在长辈口中听到过、在课

本上学过、在重庆歌乐山“看”到过红岩精神，但

当她观看演出时，再次为之落泪，“除了广为人知

的红岩英雄，这场演出让我认识了更多不为人知的

共产党人，他们也同样伟大”。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 《红岩》小说

及衍生作品共有 104 种，小说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掀起“红岩热”。而舞台剧的演绎，为红岩故事提

供了新讲法。李语涵告诉记者：“通过这场演出，

红岩精神在我心里更具象化了。”她认为，剧目可

以让简单的几个字或一段话变得生动形象，更容易

被接受。

重庆红岩干部学院教师邓涛在展演中饰演小

说 《红岩》 作者之一罗广斌，在他看来，展演

“不同于灌输式教育”，人物、文物、故事都是真

实存在过的，能够直击人心，“留白很重要，我

们向大学生抛出问题后，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

接受”。

在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梁永图

看来，“如红岩精神这样的红色资源，是我们

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的见证，我们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

英烈精神教育如何持久

刘嘉毅曾是“红色引擎宣讲队”的一员。该宣

讲队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团委组织的“清

明义工”活动的一部分。学院辅导员杨书赫告诉记

者，该活动起源于 1988 年，当时的辅导员蒋主浮

住在一座公墓附近，发现清明节公墓里烟雾弥漫、

纸灰飞扬，便组织学生前往公墓进行义务劳动和指

引，传递文明祭拜的理念。

2007年，“清明义工”服务领域延伸至附近的

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陵园安放有我国各个革命历

史时期烈士 520多位，烈士墓 160多座。“红色引擎

宣讲队”不仅在清明节组织朗诵、展览、献花、情

景剧活动，还参与烈士陵园的常态化讲解工作。杨

书赫希望将陵园、墓地这样的“悲伤之地”，转化

为探索生命意义的公共空间，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死观和人生观。

刘嘉毅觉得，在清明参与讲解、朗诵的学生本

可以享受假期，或者回家祭祖拜山，但都愿意把时

间拿出来，“我们都分得清大家和小家，选择参与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英烈故事，让革命先辈被更好

地铭记”。

延安大学团委书记申圆圆也曾思考如何将英烈

精神教育作为常态化教育，而非“一阵风”式教育。

4 月 2 日，延安大学近 300 名师生聚集在“四

八”烈士陵园祭奠英烈，这是为纪念在 1946年 4月
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烈士而建造的陵园，校党委副

书记吕达在现场为师生讲授党团课。这样的活动每

年清明节前都会开展，但申圆圆认为，祭扫不能止

步于此，否则“容易流于形式化，对学生只能产生

短暂的认知和情感影响”。

因此，延安大学将祭扫活动从“活动”变为

“课程”，纳入第二课堂，有全校学生需要参加的

“必修”活动，如“四八”烈士陵园祭扫活动、

国家公祭日祭奠活动，也有各学院根据专业特色

设置的“选修”特色活动，如医学院讲述白求恩

等医疗战线英烈事迹的活动。

申圆圆在学生身上观察到了改变，“只有通过

持续性的纪念活动，让学生浸润在常态化教育中，

才能让延安精神真正融入青春血脉，这是任何单次

活动都无法替代的”。

在 00后的画笔下，烈士与后代跨
时空“团圆”

2021 年年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团委书记孟远航收到一个来自松江烈士陵园的

邀请。学校团委书记问他，能不能组织志愿者帮

忙还原烈士形象？孟远航的第一反应是——我们

必须得干。

松江烈士陵园在 2019 年启动“为烈士寻亲”

项目后发现，许多烈士后代不知道亲人长什么样，

想“见见爷爷或父亲的样子”的意愿强烈。在陵园

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达成合作后，

“画笔下的红色传承”项目自此启动。

学生志愿者们都是 00 后、 05 后，他们一开

始用画笔还原，为蔡财根烈士画了第一幅画像。

他的儿子蔡德奎出生 6 天时，蔡财根就奔赴朝鲜

战场。蔡德奎幼年丧母，只保存下一张残破的父亲

的照片，父亲的发小郑梦生却认为这张照片不太像

蔡财根。89 岁的郑梦生是当时唯一在世的、见过

蔡财根的人，学生们在他用浓重方言描述样貌时录

音，请一名松江本地学生的外婆“翻译”，前后改

了几十稿，这次尝试达到了“七八分像”。

他们一直在摸索更好的复原方法，比如在图像

编辑软件中，把陈正甫烈士亲属的照片分图层堆

叠，寻找五官的特点；两年前，他们尝试用 AI把
完成的画像进行优化，让五官更贴合真人，并可以

动起来。

真正认识到为烈士画像的特殊意义，和遗憾相

关。项目目前涉及 13 位烈士，但被确认后贴在墓

碑上的只有 9张画像。让孟远航印象深刻的是，一

次画像过程中，团队登门和烈士后人沟通细节修

改，一周后老人骤然离世。当时，负责主笔的学生

哭着说，应该再画快一些，“如果加个班熬个夜多

画两笔，是不是这个事就不会延误？”

触动学生们和孟远航的还有蔡德奎看见父亲画

像时的状态，蔡德奎全身颤抖着说：“爸爸，60多
年了，我终于见到你长什么样了。”这时，孟远航

遗憾的是，这张画像的还原度还不够。 2022 年，

项目得到了更多专业支持，第一件事就是对蔡财根

的画像进行精修，这次，按郑梦生的话来说，“有

九十分像了”。

“这些孩子从最开始为了‘完成工作’到认真

去做，到觉得有遗憾，再到弥补了遗憾，有的学生

开始主动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立国之战’，

为什么我们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还能打赢。”孟远

航说，学生们感受到的遗憾还让他们意识到记录

历史的紧迫性，又衍生出了“镜头下的红色传承”

项目，拍摄参与抗美援朝的老兵口述故事，还排演

了多部红色微话剧，这些都是对一段段记忆的

“抢救”。

孟远航坦言，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思政教育方

法，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对“说教”不喜欢、抵

触，为烈士画像则是把学生从专业引向实践，学生

们在寻找史料、主动了解的过程中接受情景式、沉

浸式的思政教育。

据统计，松江烈士陵园年接待量超过 16 万人

次。每年清明节，陵园会迎来大批前来祭奠的烈士

家属和市民。陈正甫烈士的画像是学生们完成的第

8张。他的女儿告诉学生志愿者们，父亲 25岁就保

家卫国，牺牲时自己才两岁，“每当来到陵园祭扫

时，看到别的烈士都有照片而我的爸爸却没有”。

现在，她多年的心愿达成了。

这些英烈的墓碑上不再只有名字
□ 池步云

英雄模范人物是国人心目中
民族精神的托举者和时代价值的
实践者，讲述英雄故事是对国家
民族集体记忆与文化心理的积极
判断与响亮召唤。讲好英雄故
事，营造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能够激励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厚植
爱国情怀，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
人民事业之中，书写好新时代的
英雄史诗。

新时代英模宣传学习的形
式、渠道日益丰富多样，搭建了
大众与英雄人物之间“心通”的
桥梁。从学校教育到社区活动，
从新闻媒体到网络平台，多渠
道、多层次的宣传方式，让公众
深入了解英雄的先进事迹及其背
后的精神品格。英雄叙事的资源
既包括实物呈现，如英模资料汇
编、论文专著、私人日记、口述
史等出版物形态；也涉及影视作
品、虚拟现实、3D 动画等视听
形态。近年来，为表彰功勋模范
人物，国家多次举行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英雄故事传播面
临的现实挑战

英雄故事承载着特定的价值
观，融合了多种思维方式和情感
内容，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情景模
型。“英雄IP”建构的过程，必
然受到内容供给、叙事策略、社
会心态、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在当前英雄叙事中，为阐释
而阐释、随意拔高等现象依然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限制了英雄叙
事的传播效能。

分众传播与差异化叙事策略
相对滞后。英雄人物既有共性，
也有行业和群体特征。覆盖全社
会的、统一的英模宣传固然重
要，但由于缺乏针对性，部分受
众可能认为这些内容与自己关联
度低，难以引起深层次的共鸣。目前，在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中如何进行榜样宣传，亟待探索
行之有效的方式。英雄故事需要采取更加多样化
和个性化的传播策略，通过定制化的内容、互动
性强的形式提高叙事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泛娱乐化文化生态对传统信仰的消解。在过
度娱乐化的文化传播生态中，英雄故事存在着传
输过剩与庸俗化、标签化相互叠加的现象。信息
过载和市场因素的考量，导致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未能获得足够关注，英雄的形象被简化为某种符
号或标签。新媒体时代，创作既尊重历史真实
性，又能吸引和打动受众的英雄文艺作品，是亟
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讲好英雄故事的优化路径

岁月冲刷下，历史功勋焕发着永恒价值；时
代变迁中，英雄精神放射出夺目光芒。新征程
上，我们要高擎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火炬，让英
雄故事更加走进生活、走进内心，激发全社会对
英雄人物的向往，将人们带入充满爱、勇气与温
暖的精神世界。

一是紧扣时代话语，深化价值引领力。我们
要铭记“民族式”英雄，他们面对国家和人民的
需要挺身而出；也要记录“创业型”英雄，他们
勇敢弄潮，极富时代气息与人格魅力。我们要歌
颂心怀“国之大者”，做出显著业绩的“大写”
英雄，也要礼赞日常生活中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的“无名”典范。我们要呈现英雄群体忠诚干净
担当的优良品格，也要发掘平凡人因为坚守而变
得不平凡的故事。英雄精神从来都不是个别人的
英雄主义。弘扬新时代英雄精神，应当激发起个
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满足社会
中的集体对于公平、正义、秩序的向往，塑造国
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二是构建故事链条，彰显情感亲和力。从英
模资料中提取关键信息，以连贯的故事叙述填补
公众理解的空白。采用交叉比对的方法避免因多
来源而导致的虚假叙述问题。讲述英雄故事要把
握四个关键要素：可识别的角色、可想象的情
节、高潮和寓意。可识别的角色要求塑造英雄人
物时，增强角色与社会大众的相似性，促进受众
的认同与共情。可想象的情节即在创作英雄故事
时，基于具体历史事件，避免宏大叙事的虚无
感，唤起受众的共同个体记忆。构建有高潮的故
事结构是讲好英雄故事的关键，随着情节发展和
人物命运的跌宕，受众的情感也会随之起伏，在
故事迎来高潮时达到顶点。传达英雄故事的深远
寓意在于意境的打造，使受众进入“此中有真
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三是优化传播路径，加强社会渗透力。首
先，运用多渠道发声。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和关
键节点上对英雄事迹着重发声，发挥引领舆论作
用；及时与诋毁、恶搞、丑化英雄人物的行为作
斗争。发挥自媒体场景渲染功能，将网络热词、
热评融入叙事文本中。其次，创新艺术表现形
式。根据受众年龄、心理等具体因素塑造英雄人
物，利用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红色旅游等形
式，让英雄之美充盈在优美的语言、和谐的节
奏、动人的旋律、唯美的场景中。第三，建立弘
扬英雄精神的教育体系。坚持家庭与社会并重，
理论宣传与实践宣传并用，显性教育与隐性引导
并举，长线与短线兼顾，共性和个性互构，既讲
究历史熏陶，又追求现实体悟。推动英雄的事迹
与精神融入中小学、高校、干部教育全过程。

四是完善法治保障，提升制度支撑力。以法
律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发出关心英雄、珍爱英雄
的强烈信号。要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等法律武器，不让崇高让位于世俗，不
让利益取代信仰，不让英雄受困于现实，该保障
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坚决落实。加强法律
法规教育，让荣誉获得者更加珍视党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价值与重要性，让公众深刻理解国家荣誉
制度的严肃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周呈宣

“呼叫 81192，请你立即返航！”

每年 4月 1日，这声穿越时空的呼唤总会叩击

国人心弦。 24 年光阴流转，人们对“海空卫士”

王伟的追忆从未褪色。

时间的指针拨回 2001年 4月 1日，碧空如洗的

南海上空，一朵消失的伞花永远定格了 33 岁的青

春——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为保卫祖国领空，遭

美机撞机被迫跳伞坠海壮烈牺牲。

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空卫士”王伟

希望小学，学校的大屏幕上 4 月 1 日又亮起了

“‘81192’，我们一直在等你返航”的标语。这里

的每个学生都知道王伟的英雄事迹，他那炽热的爱

国之情，早已在众多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在获得 2024 年“海空卫士”王伟奖学金一等

奖的学生吴奇阳心中，王伟一直是自己学习追寻

的榜样。吴奇阳创作过一幅名为 《梦想》 的画，

“我画的是我们国家最先进的战斗机，我的梦想

就是驾驶着它，保卫祖国的碧海蓝天！”画布上

银翼战机的轮廓，与 24 年前长空利剑的身影悄然

重叠。

“海空卫士”王伟奖学金由王伟烈士遗孀阮国

琴女士捐赠设立。这些年，走进机关、军营、学

校、企业、社区作宣讲，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是

阮国琴的生活日常。

作为烈属，阮国琴还有一个身份——中华英烈

褒扬事业促进会“薪火”红色宣讲团导师，“24年
来，除了对王伟深切的思念，我想得更多的是能够

为他做些什么，为他为之献身的这个伟大的国家做

些什么”。

每次宣讲时，当国歌的旋律响起，阮国琴的心

情总是难以平静，“因为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时，就会想到，这面旗帜上有王伟血染的风采”。

不久前，阮国琴创作的 《呼叫 81192：“海空

卫士”王伟的飞行梦和家国情》一书正式发布。这

本书首次公开了阮国琴和王伟往来的 50 封家书、

若干珍贵照片及 15 封群众来信，泛黄的纸张如同

时间胶囊，将青涩少年成长为钢铁卫士的心路历程

徐徐展开。

阮国琴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其实，英

雄就在身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但是，

从普通人到英雄，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她说，

“81192，我已无法返航，请你们继续前进”，这句

话是一种前仆后继的精神。

北京城市学院学生曲佳明对此深感认同：“虽

然王伟烈士已经不在了，但从阮女士的话语中，我

触碰到那跨越时间空间的力量：是儿女情长的爱，

更是血洒长空的大爱。”

北京城市学院学生刘畅参加了中华英烈褒扬事

业促进会近日举办的缅怀“海空卫士”王伟烈士座

谈会。她告诉记者，“走出了书本，听到了真实的

故事，有感动有泪水，思政课就此鲜活，再也不是

干巴巴的文字”。

“呼叫 81192，请返航”——这声穿越 24 年的

呼唤，承载着对英雄的追思，更凝聚着对未来的期

许。北京城市学院学生初瑟说：“青年在互动与聆

听中感知历史的温度。王伟的精神不仅是历史的丰

碑，更应成为激励青年奋斗的‘基因’。”

在阮国琴看来，每年的 4月 1日，当大家呼唤

“81192 请返航”的时候，并不只是在呼唤王伟，

而是在呼唤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想，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会涌现出越来越

多的英雄，王伟的 81192 将是一架永远不会停

航的战机，永远注视着祖国，守护着每一位中

华儿女。”

再次呼叫81192，永不停航

①“清明义工”活动中，华南理工大学志愿者为前来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祭扫的孩子分发菊花。②4月2日，延安大学近300名师生在“四八”烈士陵园祭奠英烈。③3月末，“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

动走进北京化工大学，500余名师生通过舞台剧走近红岩故事。④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画笔下的红色传承”项目团队开会研讨烈士画像的细节。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拼图由人机协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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