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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抗战老兵 传承珍贵记忆

志愿者们走访老兵，采访所得的口述
历史，最终获得了什么成果呢？有的志愿
者将整理的口述历史结集成书，有的志愿
者则将参与相关展览，还有的志愿者制作
了相关纪录片。

据了解，齐思原所在的北师大关爱抗
战老兵小组将暑期实践走访所得的口述历
史文字资料结集成《老兵精神 时代之魂》
一书（未正式出版），在学校暑期实践成果
评选时获得了优秀成果奖。而且，校园媒
体《北师青年》，还曾就团队收集到的口述
历史制作过一期特刊。

李定斌和邵丹阳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
了他们采访到的抗战故事，这一系列公益
纪录片《为了抗日（上）》和《为了抗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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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优秀短片。

而吴宗梅组建的国家记忆寻访团，在
今年7月举办了摄影展，展出百余位抗战老

兵和团队实践的照片，并制作成画册。此
外，团队通过参加南京研习营的契机，与南
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达成合作，使用馆
内老兵手印专用本，在访谈过程中，收集老
兵的手印，手印本最终寄回博物馆，用于馆
内永久珍藏及展出。

对于未来，吴宗梅表示将会建立团
队的老兵资料库。并且，团队收集到的
口述历史资料将上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此
外，团队将不定期举办有关抗战老兵记忆
的讲座，还计划建立关爱抗战老兵的大学
生联盟，让更多大学生记住这段历史。吴
宗梅表示，“未来，我们的传播重心会更偏
向 00 后，在镜头前记录下他们对老兵的
祝福，以图文形式让他们接触到老兵。我
们想守护这段记忆，更想传承这段记忆。
我们 90 后可能是接触到老兵的最后一
代，希望抗战历史的传承不会在我们这
代停下。”

丰硕成果 结集成书、出纪录片、办展览……

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
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行动议程与
公共历史价值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
据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
介绍，作为一种以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
——“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
域，口述史学由于其研究（实践）主体、研
究对象、研究目标（用途）与传播（呈现）
形式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在当代的发展
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
与趋势。

基于此，杨祥银主张应该将口述历
史视为复合性概念和开放性学科，充分
发挥其作为收集原始资料、拓宽研究视
野、更新研究方法、加强公众互动、促进
跨学科应用、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社会
正义以及实现政治和解的独特价值与
功能。

近年来，随着社会与公众对于不断
消逝的抗战老兵群体的关注，也促使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将他们的社会实践与
研究兴趣转向生活于他们周边的抗战

老兵的历史经历与生活现状。而口述
历史正好成为大学生记录这一特殊群
体的绝佳选择与方法，他们以录音与录
影等技术手段为依托，并以出版（报纸
与图书）、纪录片与展览等传播媒介为
呈现方式。

杨祥银认为，诸如此类的口述历史
计划同样具有相当多元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就抗战历史而言，口述历史有助于
记录与保存历史大背景下的抗战老兵
（尤其是普通老兵和女性老兵）富有多元
性与差异性的个体经历与感受；第二，对
于抗战老兵而言，基于口述历史的讲述
也是一种对于其自我经历与认同的不断
确认与重新认可过程；第三，对于实践主
体大学生而言，口述历史计划摆脱了以
传统的教科书为主导的历史学习模式，
使他们成为那些即将消逝的和可能被湮
没的历史的挖掘者、记录者与保存者，并
有助于全面培养大学生的组织能力、交
际能力、调查能力、语言能力、技术能力
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口述历史是大学生记录
老兵群体的绝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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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也毫不动摇

电影《集结号》中，连长谷子地的一

连人，经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仅有他

侥幸存活下来。可是，他却发现，连里那

些牺牲了的战友，竟没有一个算是烈士，

都成了“失踪者”。奔走10年，他终于为

弟兄们正名……

其实，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发生过这

样悲壮的故事，抗战老兵顾理昌就是江

苏省海安县老坝港的“谷子地”。

1925 年 ，顾 理 昌 出 生 在 江 苏 海

安。1940 年 10 月，新四军东进，来到顾

理昌的家乡。当时，粟裕就住在邻村。

1941年春天，顾理昌见到粟裕，粟裕说：

“你年岁小，好好进步，将来不可限量。

当前我们要军民团结，抗击日本，你是

党员了要战斗到底，将来建设新中国。”

顾理昌说，粟裕的话是鞭策他一生的

教诲，即使在生死存亡之时他都没有

动摇过。

1941 年秋天，日伪军开始大扫荡，

占领了苏中所有县城和集镇，顾理昌

的家乡也成为敌占区。顾理昌随后加

入敌后抗战，清除日伪军在乡间布下

的眼线。

敌后抗战的艰难，旁人很难想象。

顾理昌曾和 3 名战友遭遇过上百名伪

军。1943 年四五月间，顾理昌和短枪队

另3名队员要过栟茶至丰利的日伪汽车

公路执行任务，当时已是傍晚，顾理昌等

人选择的地点，距离公路两头敌人的碉

堡都有近十里，他们算计着不会有敌人

经过。4个人拿着武器，顺着一条小路逼

近公路。走到距敌人公路约40米的地方

时，3个穿着黄衣服的伪军突然出现，并

率先开火。顾理昌和战友们举枪还击，

且战且退。枪声惊动了伪军部队，上百

伪军出动，追捕顾理昌等人。所幸，他们

已经跑远，躲过一劫。

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顾理昌调至

北京。离休后，他每年都会回海安老坝

港镇看看。2001 年清明节，江苏海安老

坝港镇烈士陵园建成，当顾理昌走进烈

士纪念碑时，却发现石碑上遗漏了熟悉

的战友名字。

于是，他踏上了为战友正名的征

程。5年过去了，事情还没有结果，顾理

昌的心中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那年，

顾理昌曾梦到了战友乔四。1944 年，是

顾理昌鼓动他参的军。梦中，顾理昌大

声地喊着乔四，可乔四不答应，只是朝

前走。顾理昌追上前去，一拍乔四的肩

头，乔四转过头，瞪着一双大眼睛脸上

带着狡黠的笑，这笑顾理昌太熟悉了，

平日里，乔四从他这儿抢烟，就是这样

的笑……

顾理昌从梦中惊醒。望着四周的黑

暗，他才想起，乔四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

在21岁，还有吴国梁，还有游击连连长申

必恭……他们都已为国捐躯。顾理昌誓

要给他们讨回“烈士”的名分。

已至耄耋的顾理昌，与老坝港镇的

工作人员多地走访，查阅档案；寻访烈士

健在的旁系亲属……

经过多年的努力，24位烈士的情况

终于查实。2011 年的清明节，顾理昌再

次出现在老坝港镇烈士陵园。民政部门

批准了续补24位烈士的请示，纪念碑安

放仪式再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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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加入到关爱老兵的行列，使老兵的精神和抗战历史得到更好的传承。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