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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雅娟

“突破”围剿封锁线，目睹“血战湘江”

的悲壮场景；“置身”遵义会议会址，见证伟

大历史转折点的诞生；顶着“雪花”与“寒

风”，沉浸式体验“爬雪山、过草地”；抬头看

向前方，年轻的红军战士在耳边呼喊：“别

停下，往前走！”……这不是历史课本上的

文字，而是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

带）（以下简称“红飘带”）里的真实场景。

“ 震 撼 人 心 ”“ 值 得 一 看 ”“ 热 泪 盈

眶”……参观后的年轻人如此评价“红飘

带”。这一幕新时代的数字长征路，让当今

年轻人怀揣热血走入其中，在历史与科技

的交织中，对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伟大长

征精神刻骨铭记。

光影中“震撼”重现长征路

6 月 17 日下午，“红飘带”展厅内熙熙

攘攘，200 余名来自贵州省贵定县树人中

学的学生来到这里参观研学。

灯光未亮，学生们兴奋地低语着。突

然，急促的鼓点声从四面传来，一盏巨大的

马灯在前方倏地亮起，鲜红的党徽熠熠生

辉，两旁的全息屏幕闪动起金色的名字。学

生们神情肃穆，仰头望着屏幕上一个个流

动的名字。这是他们当天观演剧目序章《无

名英雄》的开场。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是

红军发展壮大之地，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

走向胜利之地，很多重大事件与伟大转折

都在这里发生。2024 年 10 月，“红飘带”在

贵阳正式运营，作为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

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以数字化

形式全景再现长征之路，主要剧目《红飘

带·伟大远征》分为《无名英雄》《血火洗礼》

《伟大转折》《砥砺征途》《胜利丰碑》和《新

时代新长征》6个篇章。

剧目以一盏马灯和一面党旗作为线索

贯穿始终，马灯亮起、党旗高扬之处，观众

跟随演员行进，见证长征途中的历史时刻。

每一部分从不同叙事角度切入，通过影像、

声音、光效、空间结构多维互动，还原红军

长征的关键节点。

“震撼”是观众们最深切的感受。贵定

县树人中学八年级学生彭雨馨说：“我看到

红军长征时处境艰难，但他们一直追寻着

那抹红、那道光，不懈前行。”

参观当日，记者看到不少观众一边用

手机记录，一边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被红

军长征中的艰难险阻和将士们的大无畏精

神深深感动。

25岁的吴梅担任“红飘带”讲解员 3年
多，每场演出都能看到热泪盈眶的观众。令

她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国庆节一位专程从外

地来参观的退伍老兵。在第三篇章《砥砺征途》

尾声，饰演红军战士的演员将一面巨大的红

绸布传递给观众，完成传递后高喊：“敬礼！”

“那声‘敬礼’一出，90 多岁的老爷子

支撑着从轮椅上站起来，颤颤巍巍站定后，

笔直地敬了个军礼，整整一分钟都没放下

手，他身旁的女儿哭了出来。”吴梅说，老人

敬礼时挺立的身影和坚定的神情，她一直

历历在目。

沉浸式构建起与当代青
年的情感链接

AI 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

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红飘

带”的每个篇章都融入前沿科技元素。

在《伟大转折》篇章中，观众置身全维

度影画场馆，坐在阶梯式机械运动座椅

上，眼前一块块飞行屏投影出历史场景与

人物，展现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在还原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历史场景

时，多维度屏幕展示当时的战略推演、行

军路线，在机械运动座椅的起伏中体会红

军渡江的惊险。

“真的是身临其境。”贵定县树人中学

历史教师张雅丽感叹，“时间线和事件还

原得很准确、很清楚，比书本更容易让学

生理解”。

14岁的彭雨馨对这个篇章印象深刻，

在全息投影还原遵义会议场景时，她仿佛

置身会议现场，感受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

的历史意义。她坦言，此前自己和同学对

“四渡赤水”记忆不深。观看数字演绎

后，他们对其中出神入化的军事策略和行

军路线感到震撼，“它在历史书上只是一

句话，而通过现场体验式感受，我们都觉

得热血沸腾”。

吴梅介绍，“红飘带”是贵州省的热

门研学基地，在这里，党史不是书本里的

文字，而是脚下震动的土地、耳边呼啸的风

雪，观众的身体、眼睛和大脑都在沉浸式场

景中同步“上课”。

“为全方位再现长征精神的伟大瞬间，

场馆内时时有影像，处处有故事。”“红飘

带”的总导演、总设计师王志鸥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的视效总监和奥林

匹克主火炬总设计师。他介绍说，“红飘

带”拥有复杂的实景异形显示系统，通过

科技赋能“五感”，让观众全身心沉浸其

中，切身体会红军战士崇高的革命信念与

顽强意志。

在科技赋能之外，“红飘带”的人文叙

事更精准地扣动年轻人的心弦。剧目中，战

士的家书、少女的抉择、母亲的牺牲……许

多台词和故事的演绎直击人心。“他是我们

34师的师长陈树湘，宁愿生生扯断自己的

肠子，也不当俘虏……”吴梅参与过五六千

场剧目的导引，“台词都已经会背了”，但在

向记者复述自己熟悉的台词时，她还是忍

不住哽咽起来。

在社交平台上，“红飘带”被网友称作

“打开贵州之旅的第一站”，广受年轻人好

评。在王志鸥看来，“红飘带”之所以能在年

轻观众中产生共鸣，关键在于“打破了传统

红色教育的单向输出模式”。“这种沉浸式

体验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构建起与

当代青年的情感链接。”

“长征途中有太多感人的故事，很难尽

数展现。在叙事上，我们更多聚焦普通战士

的个体命运。”王志鸥表示，无论是陈树湘

“宁断肠也不断脊梁”的壮烈，还是“金色鱼

钩”背后的战友情谊，这些具象化的故事细

节通过数字技术获得新的生命力。“科技让

沉默的雕像开口说话，也让模糊的记忆清

晰重现。”王志鸥说，“我们始终相信，真正

打动年轻人的不是炫酷的技术，而是技术

背后的人文温度和历史的厚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在

“七一”来临之际参观“红飘带”，很多人有

着更深切的感受。

在剧目的第四篇章《胜利丰碑》中，观

众齐坐在特种影院里，黑暗中亮起荧荧灯

光，饰演红军战士的演员提着一盏马灯点

亮荧幕。超大弧形透声幕开始播放长征中

的一幕幕砥砺时刻，现场观众共同感受新

中国一路走来的坎坷与光辉。当《歌唱祖

国》旋律响起时，大家情不自禁起身齐唱，

随着歌声挥动起手中的五星红旗。望着屏

幕上滚动播放的先辈名字，彭雨馨动容地

说：“我感到我融入了他们，我也是其中的

一分子。”

“长征从未止步。”影片在结尾处留下

了这样一句话。走出展厅，很多学生在留言

墙上写下所思所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我会想你们的，伟大的红军烈士”“爱

国的红飘带，始终是青春的底色”……

28 岁的李若林在参观后对记者说：

“大家从红军演员手中接过红绸布依次传

递时令人心潮澎湃，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要

铭记历史，传承好长征精神，牢记使命，不

忘来时路，才能走好未来路，走好我们新时

代的长征路。”

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观众，吴梅对自己

的角色定位有了新的认知。以前，她认为讲

解员是一个讲述者，“把稿子背熟就行”。后

来，她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传播者，要把红色

的种子种到大家心里。为了讲好“四渡赤

水”，她看了 100 多遍相关军事推演视频，

自己画行军路线图。而现在，她觉得自己更

是一个见证者，“每当看到小朋友认真聆听

的模样，就仿佛看到红色的种子在他们心

里萌芽。这些无须言说的瞬间，就是红军长

征精神生生不息的见证”。

6月 17日，在展厅出口，一位老人在家

人的搀扶下驻足许久。他叫孙永吴，是一名

86岁的老党员，从陕西西安专程到这里参

观。回顾参观过程，他不住点头，“每一个

（章节）都好”。谈起长征精神，老人家神情

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下一代要

永远记得长征路，永远铭记长征精神！年轻

人要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贡献。”

追寻那抹红，在“红飘带”重走长征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6 月 21 日，在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南

水关巷的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以下简称
“二陈读书处”），00 后海归文创青年黄申

漫步在这片肃穆的青砖院落，令她最为震

撼的是庭院中兄弟二人的雕像，他们年轻

挺拔的身姿与远眺的目光，仿佛在诉说“决

不跪下”的铮铮铁骨和“让后代享受幸福”

的赤子情怀，将人拉回到那个“觉醒年代”。

在黄申眼中，展厅里泛黄的书籍、临

帖的方桌、狱中手稿的复刻件，清晰勾勒

出陈延年和陈乔年从少年成长为革命志士

的蜕变之路。受到两位烈士“甘为真理赴

死”精神的感染，坚定了她用文创作品表

达理想与信仰的初心。

二陈读书处是一组晚清民居式建筑，

建筑面积 854.3平方米，被列为安徽省首批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陈延年（1898-1927）、
陈乔年（1902-1928）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著名活动家、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

士。兄弟二人的青少年时代在安庆度过，他

们于 1903年至 1909年先后在此入读私塾，

接受国学启蒙教育。

二陈读书处现辟为展馆，通过“书香

世家有为少年”“救国救民觉醒青年”“披

荆斩棘革命中坚”“慷慨就义浩气长存”4
个单元，展现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短暂

而光辉的一生，讴歌他们将青春奉献给民

族复兴伟业的崇高精神。

二陈读书处内，新青年书店门口的木

桌上，摆放着一枚文创印章，上面刻着“以

生命赴使命”6 个字，供来往游客盖章使

用。这枚印章长约 50毫米、宽约 80毫米，与

读书处内题字为“以生命赴使命”的朱红

牌匾相互呼应。这枚印章就是黄申的作

品。她是二陈读书处的常客，今年 5月 1
日，她的新店“沐光文创”开业，距离二

陈读书处仅 50 米。每周她都会来这里打

卡，学习红色文化、寻找创作灵感。

2020 年，在家人的支持下，黄申创办

了文创小店。几年来，她学习安庆历史文

化，与本地学者交流研讨。2024年，她和本

地设计师一起，将“新青年”文创设计思路

和字样元素融入冰箱贴、笔记本、便签、中

性笔等物品。“用‘新青年’文创形式体现当

代青年对先烈的敬仰之情，让革命精神在

新时代延续。‘新青年’既是文创名称，也代

表着当代青年敢于创新的精神。”

黄申常去的还有二陈读书处隔壁一座

名为“南水关 22 号”的建筑，这里又称“三

陈故居”，是在陈独秀故居旧址上复建而

成。今年 4月 30日，三陈故居对外开放，共

分为东西两进。西进为安庆早期革命活动

陈列展，以“时代先声”“辛亥风雷”“五四狂

飙”“曙光初升”4个篇章，展现安庆人民从

救亡到革命的苦难辉煌历程；东进则作为

临展活动区和文创展示区。

如今，南水关 22号及二陈读书处连成

一片，成为安庆市文化新坐标与红色打卡

点，不少青年自发前来参观瞻仰。打卡南水

关 22号时，黄申感慨道，在这里，我们能看

到志士仁人从救亡到革命的艰辛探索，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犹

如茫茫黑夜中的灯塔，照亮无数探索者前

进的道路。“馆内陈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

《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等刊物著作，是革

命青年的思想航标。这里的故事需要年轻

人用心了解，更激励我们用‘新青年’的画

笔绘出崭新的时代篇章。”

当下，黄申将新店着力打造成“青年共

创空间”，集文创产品销售、文化故事深度

讲解、原创设计作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让

游客和市民深入了解安庆的历史文化与红

色故事。她与人合作开发的文创新品已入

驻三陈故居展台，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之际，推出系列新品。

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学者汪军观察

到，每逢节假日，在南水关 22 号和二陈读

书处，打卡者络绎不绝，其中以年轻人为

主，中学生、大学生居多。“《觉醒年代》的热

播，让剧中延乔兄弟鲜活亲和的形象与故

事走进当代年轻人的内心，他们对陈延年、

陈乔年有着天然朴素的感情。不少青年甚

至觉得，延年、乔年就像他们的同学，是身

边的良师益友。”

6月 15日午后，阳光穿过树叶，在青砖

地上洒下斑驳光影。00后王紫悦站在二陈

读书处那方小小的院落，看着一张张年轻

坚毅的面庞定格在泛黄的照片里，读着那

些力透纸背、字字滚烫的书信手稿，鼻子不

由得有些发酸。

2023 年 9 月，安庆师范大学从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生中选拔组建“延乔英才拔

尖班”（以下简称“延乔班”），开设“延乔革

命事迹与大别山红色文化专题”等课程，从

师德素养、发展创新、思政教育等方面对学

生进行培养。王紫悦是 2023 级延乔班班

长，经常来到二陈读书处及周边参观学习。

她说，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

已融入大学思政教育，每当站在他们曾经生

活、立志的地方，心中仍激情澎湃。“延年、乔年

不是教科书上遥远模糊的形象，他们就是从

这里走出去的安庆青年，和我们一样有着

对青春的热望、对知识的渴求、对家国前途

的深深思索。在人生最绚烂的年华，他们选择

了最艰险的道路。为了千千万万同胞，他们义

无反顾地献出一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凝视陈乔年牺牲前那句“让我们的子

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王紫

悦感到内心被重重撞击。她说：“先烈披荆斩

棘所期待的‘幸福’，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

的和平、安宁与发展吗？这份沉甸甸的‘幸

福’，是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汪军认为，两处红色建筑之所以成为

年轻人热门打卡点，有多重原因：建筑内展

陈丰富，完整还原了陈独秀、陈延年、陈乔

年的人生轨迹以及安庆红色革命历程，通

过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让年轻人了解到

先烈生平故事；这些年，相关文创产品被不

断设计和开发，以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方式诠释红色文化；两处建筑地理位置优

越，与周边的镇海门、倒扒狮街区、人民路步

行街等地点融为一体，配套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能满足年轻人的消费体验需求。

“年轻人的打卡实践，不仅是追溯陈延

年、陈乔年求索真理树立信仰的过程，更是

感知和学习他们不畏牺牲、坚定信念、锐意

进取精神的过程。这些精神品质与伟大建

党精神的内核高度契合。”汪军特别指出，

安庆红色地标将红色教育资源与地方乡土

文脉有机融合，让年轻人通过“一域”窥见

“全局”，在了解党史与城市文化历史的同

时，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与红色教育。

走出二陈读书处，回望那扇朴素的木

门，王紫悦仿佛看到两位年轻的勇士正目

光炯炯望向远方，也望向今天的青年。她感

到心中那份“延乔青年”的理想信念以及对

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愈发清晰、坚定。“先

辈们用青春、生命铺就了通往光明的路。今

天，我们接过革命先烈的精神火炬，也将肩

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守护、建设好这来

之不易的一切，需要我们新一代‘延乔青

年’用智慧、汗水乃至毕生的奋斗去回答和

求索。”她说。

打卡安徽安庆红色地标——

“延乔”目光炯炯望向远方，也望向今天的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挑去的是弹药和粮食，抬回的是血肉

模糊的战士……”讲台上，00 后宣讲员施

娜的声音微微颤抖，泪水涌出眼眶。这是她

第一次在讲解中落泪，为 1939年广西学生

军的故事，也为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5 月 8 日，“胜利号角的回响——纪念

抗战胜利 80周年”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

赛广西选拔赛现场，施娜以 AI 技术为桥

梁，与 80多年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 3位
广西学生军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此前在广西博物馆参观时，施娜注意

到玻璃柜里有一枚沉睡的军徽，这样的军

徽曾佩戴在 4000多个炽热的胸膛上。翻阅

史料，施娜了解到，1936至 1941年间，在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感召下，八桂大

地先后涌现出 3届学生军，约 4800人，他们

在战斗中担当宣传、动员及护理伤员等工

作，有力激发了民众抗日热情。学生军名册

上，有未满 13 岁的潘古，有用瑶家调子传

唱抗战山歌的甘宗荣，还有冒着枪林弹雨

运送物资的庄炎林。

“在当年的老照片上，看到他们是那样

年轻、意气风发，一双双眼睛清澈又坚

定。”施娜说，为了让演讲更鲜活，她用

AI技术复原了 3位学生军的神态和语调，

用对话问答的方式，展现他们的青春志向

和报国情怀。

“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学生军？”

“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

的。”屏幕上，少年潘古的回答掷地有声。

施娜就读于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学专

业，今年 3月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00后话

百年”宣讲团。经过训练营专题培训和比赛

选拔锤炼，她和宣传团成员走进高校、社区

进行理论宣讲。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创新打造“00后话百年”宣讲工作品牌，组

织百位 00后青年用网络化、年轻化语言讲

述百年党史，让红色宣讲在青少年群体中

实现“潮”表达与深浸润。

“我们追求能让同龄人听得进、有共

鸣的宣讲。”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

团长李晓健介绍，2023 年年底以来，宣讲

团面向全区机关、高校、企业等领域，以“百

里挑一”的标准，遴选两批共 100名自治区

级 00后宣讲团成员，全区 00后宣讲员总数

超过 2000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 25岁，既

是“Z世代”的青年代表，也是理论传播的新

生力量。

为助力青年做好新时代理论宣讲，宣

讲团构建了“理论筑基+技能实训+实战打

磨”培训体系，邀请社科院专家、党史办相

关负责人士等组成导师团，对宣讲团进行

培训指导和理论提升。广西民族大学本科

生蒙鑫美于 2023年 12月通过选拔，加入自

治区“00 后话百年”宣讲团。在她看来，

用“青言青语”讲好党史，并非简单变换

措辞，而是要真正从 00 后的认知特点、

兴趣爱好和语言特色出发，用当代年轻人

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的新话语、新形

式做好理论宣讲。“在表达上避免书面化、

说教式语言，寻找党史人物与当代青年生

活、成长的联结点。”

2024年 3月，在一所学校宣讲《百年初

心巾帼红——“女界光明”向警予的故事》

时，蒙鑫美开场抛出一个引发年轻人共鸣

的问题：“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道选择

题，比如选择报考哪所高校、要从事哪份工

作，不同的选择往往有不同的人生方向。”

接着她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

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面临 4 次重要选择，最终走上革命

道路。“当听众了解到，革命先辈在和我们

相仿的年纪同样会面对选择和迷茫，遭遇

挫折时也有自我怀疑，做出人生重要决定

前也曾经历心理挣扎，会自然而然产生共

鸣、引发思考。”

宣讲过程中，蒙鑫美常常会收获与同

龄人思想碰撞的惊喜。一次宣讲后，大家围

绕“信仰从何而来”展开讨论，一名大学生

分享道：“以前觉得信仰很高大上，在宣讲

中听到瞿秋白与同志们在监狱里讨论马列

主义的情景，我感觉信仰可能就是‘想明白

了为什么而活，并且愿意为它付出什么’。”

“书本上的党史呈现的是宏观脉络，宣

讲中我更多深入个体成长。如今我眼中的

历史，不再只有事件和时间点，而是由一个

个有血有肉、有激情有彷徨、有欢笑有泪水

的真实生命组成。”对蒙鑫美而言，她在参

加广西“00 后话百年”宣讲活动中收获了

成长。为了讲好一个故事、解答听众疑问，

她深入思考、查阅史料，不断认证观点。从

“学习者”到“研究者”再到“讲述者”的角色

转变，提升了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历史思

辨能力。她学会多角度思考历史事件，理解

其复杂性，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革命信仰的

传承力量和青年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一名在百色出生长大的姑娘，蒙

鑫美坚信，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

传，要用年轻的激情点燃心灵的火种。正如

一位听众所说，“没想到党史可以这样讲，

原来革命理想和青春热血一脉相通，那些

100 年前的青年，像是镜子里的我们”。在

她看来，这份跨越时空的理念认同，就是宣

讲最大的意义所在。

“00 后话百年”宣讲是着眼于青年成

长的长效工程。宣讲团实行“两年一周期”

的动态管理机制，提升队伍活力，推动青年

成长进步。据统计，首批 50名宣讲员中，有

多人成为所在单位的理论骨干，将宣讲中

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工作动力。

“宣讲团的核心目标是培养‘理论+实

践’双过硬的青年人才，从‘学理论’‘讲理

论’，再到实现‘用理论’。”李晓健说，下一

步宣讲团将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广西历史

文化、山水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策

划推出线上融媒体宣讲作品。同时持续深

化宣讲“走亲”机制，推动区内外 00后宣讲

队伍互动交流，让 00后在八桂大地唱响新

时代爱国团结跟党走的青春之歌。

广西“00后话百年”让红色宣讲“潮”起来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是红军发展壮大之地，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之地。
2024年10月，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在贵阳正式运营，
依托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等前沿技术，将长征路上悲壮雄浑的史诗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沉
浸式体验，年轻人在“行浸”中亲历长征的一个个伟大瞬间，受到强烈震撼，在光影中读懂：那抹
穿越时空的红，既是先辈追寻的信仰之光，更是我辈奋进的精神坐标。

①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建筑外观，该建筑以“地球的红飘带”为主题，外观设计参考“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

②观众在全维度影画场馆里重温遵义会议的历史场景。

③观众跟随演员体验“爬雪山、过草地”。

④饰演红军战士的演员手提马灯，演绎长征故事。

⑤巨大的红绸布在演员和观众手中传递。 本文图片均由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提供

安庆 00后青年黄申在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

参观。 受访者供图

6月 18日，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00后话

百年”宣讲团训练营在南宁开营，近 100名 00后宣

讲员参加“理论+实践”沉浸式学习。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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