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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抗战老兵 传承珍贵记忆
去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抗战老兵方阵令人
震撼，让人动容。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近
抗战老兵群体，除了捐款捐物之外，他们还
采访拍摄，制作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有
的志愿者在学校发起建立关爱抗战老兵小
组，并通过暑期实践的方式，有计划地走访
老兵，记录他们的抗战故事；有的志愿者则
参与口述历史的公益项目，组建团队，拍摄
纪录片，保存影像资料。

薛刚是关爱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公益项
目的志愿者，他常去高校分享从事关爱老
兵公益项目的经验，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相关的公益活动。

而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一年级的齐思原，大二时就在《新周刊》社长
孙冕有关关爱老兵的讲座中，得知老兵群体
需要帮助，并立志加入这项公益事业。此
后，她在微博上看到薛刚常常参与关爱抗战
老兵的公益活动，便通过微博留言，加入了
看望老兵的队伍，并接触到口述历史项目。

去年5月，齐思原在学校发起关爱抗战
老兵小组，她是校园媒体《北师青年》的副
主编，通过校园媒体和海报等宣传方式，号
召同学加入，并在当年的暑假，组建抗战老
兵口述史暑期实践团队，吸引了近40名大
学生参与实践，走访了近70名老兵。齐思
原表示，“虽然只是短短的采访和拍摄，但

内心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述，老兵们
的真挚、善良、质朴和坚韧是这个时代最值
得纪念的品格。”

相类似的是，山东大学的大三学生吴
宗梅也在校园中组建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
者团队，并开展了寻访抗战老兵口述史的
暑期实践。

吴宗梅说，“组建团队的初衷是想要
将大学生的力量注入到关爱老兵的行列
中。有了这股青年力量的加入，才能将老
一辈的精神与抗战历史更好地传承。大学
生关爱老兵，不应该只是三分钟热度，责任
心应胜于好奇心，所以，我们打算将关爱老
兵行动坚持下去。”在走访过程中，老兵们
都会满怀热情地向志愿者们讲述抗战故
事，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将老兵的抗战经历
记录下来，并萌生了制作“抗战老兵口述
史”的念头。

除了志愿者将寻访到的口述史整理出
相关的文字资料外，还有一些大学生将了
解到的口述史资料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

去年，大学生李定斌和邵丹阳参加了
“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史影像计划，他们拍
摄的公益纪录片《为了抗日》入围了由民政
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的中国首届公益微电影节优秀短篇。

李定斌从大一起开始担任关爱抗战老兵
的志愿者，大三时，听说了“家春秋”公益项
目，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他说，“我希望通过
拍摄纪录片的形式，为老兵们做一件事。”

“口述历史是一项严谨的工作，虽然无
法达到绝对真实可靠，但要尽可能做到严
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
心首席记者张钧表示。

做口述历史的第一步是寻找采访对
象，齐思原和李定斌由于具备相关的志愿
者经历，所以寻找老兵并不困难，而吴宗梅
也在关爱老兵志愿者的帮助下，找到了合
适的采访对象。吴宗梅说，“老兵的信息在
关爱老兵信息网站上都会按照省市公布，
想采访的话可以通过网站和志愿者联系，
并获得老兵的详细信息。“

在访谈开始之前，志愿者应当了解受
访者的相关经历，做好功课。吴宗梅表示，
在看望老兵之前，会事先了解老兵的基本
信息，比如军队番号、作战地点、参战时间、
作战经历等，列出访谈提纲，避免会面时由
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而陷入尴尬。

与受访者交流时，志愿者们通常先和
老兵聊家常，循序渐进地切入采访主题。
在时间上，吴宗梅“为了老兵身体健康着
想，通常会将访谈时间控制在一小时以
内”。而齐思原和李定斌则会根据老兵的
实际情况，等老兵聊得尽心了，想休息了再
结束，而不会主动打断他们。

在采访硬件方面，大学生志愿者的设
备虽然不够专业，但张钧认为，“设备并不
是最主要的，想做口述历史，用家用摄像
机、录音笔、手机等简单设备就可以实现影
像或音像记录。”

吴宗梅在拜访老兵时，有设备的话会
带上单反、DV、录音笔现场录制，没有设备

就使用手机录音，他们的分工是：一位志愿
者负责录音，一位负责拍摄，一位负责访问。

对于这些刚开始接触口述史的志愿者
来说，采访并非一帆风顺。李定斌说，“刚
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是摸着
石头过河。”

此外，不被老兵家属理解以及后续查
证的困难都在考验着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志
愿者。

齐思原表示，在拜访老兵时，偶尔会遇
到老兵家属不理解的情况，对此张钧表示，
志愿者可以先和老兵及其家属阐述清楚
来意，说明采访的过程和采访内容的用途
等。并且，志愿者的态度一定要诚恳真诚。

齐思原在后期将采访的录音整理成第
一人称的老兵回忆录，再做校对，遇到听不
清和说错的地方便查阅资料更正。此外，
由于对历史的不熟悉，后续对于老兵提到
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查找工作也需
要耗费时间精力。而吴宗梅表示，团队在
遇到需要查证的内容时，会把疑惑发给铁
血网站上的相关负责人，或是从事关爱老
兵活动十几年的志愿者，向他们请教。

张钧表示，前期采访只完成了口述历史
的一半工作，而后续的资料整理才是最重要
的一部分。志愿者可以在采访现场，对老兵
提到的人名、地名等不熟悉的名词当场记录
核实。而对老兵讲述的事实本身有疑问，可
以通过网络、图书馆查阅相关史料考证，抑
或找同一事件中的相关当事人印证。如果
查到的史料不充分，可以从逻辑层面对事情
本身的合理性做判断。

除了整理口述历史，志愿者们在拜访
老兵时，还会为老兵送上物质上的帮助和
人文关怀。物质方面的帮助往往是捐款捐
物。齐思原寻访时发现，有些老兵的生活
条件很糟糕，于是，团队在看望老兵时还会
送上适合老人食用的牛奶和无糖饼干等食
品，有时也会参与捐款。李定斌所在的志
愿者群体曾为老兵捐助棉服，甚至看到老
兵柳文妮居住的平房破败时，捐助款项，帮
他重建了房屋。

为了筹集捐助老兵的善款，吴宗梅所在
的国家记忆寻访团还曾举办过一场“为爱远
征”义卖筹集善款，为走访老兵提供必要的
资金支持，作为慰问金或购买慰问品。今年
7月，团队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南京关爱老
兵1213联盟合作，将免费提供的杂志在校
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义卖。两天的义卖活
动，得到校内师生、校外社会群众的广泛认
同与支持，共筹集善款2264.7元。

在人文关怀方面，志愿者们有空就会去

陪伴老兵，和他们聊天。齐思原表示，“我们
会把老兵当做自己家爷爷闲话家常，还有老
兵曾开玩笑地说要为志愿者介绍男朋友。”

拜访老兵行动给志愿者带去了内心的
震撼。齐思原表示，“虽说我是去看望老
兵，但事实上自己在此过程中也受到了教
育，老兵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力量。他们虽
然经历过战争，也曾直面死亡，但他们每个
人都特别积极向上，散发着正能量。每次
我们拜访完老兵都会感到很振奋。我很认
同另一位志愿者薛刚所说的，‘遇到困难，
想想老兵’，想到老兵所经历过的故事，就
会感到生活中遭遇的事情都不足挂齿。”在
齐思原看来，关爱老兵和其他的公益活动
不一样。“其他比如照顾孩子，这能够看到
他们未来的，可以寄托美好希望，这是希望
工程，但关爱老兵是夕阳工程，他们中年龄
最小的也已经快90岁了。所以我们这项关
爱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迫在眉睫，应该抓
紧时间。”

青年志愿者拿起DV，通过口述历
史，回顾既往发生的事情，于他们而

言，历史是具象的，也是鲜活的，他们说，要
在岁月变迁中，尽力留住那些烽火连天中
的珍贵记忆。

相比实习、旅行、社团活动等五光十
色的校园生活，这些90后志愿者不辞辛
苦地寻访抗战老兵，成为那些即将消逝的
和可能被湮没的历史的挖掘者和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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