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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许 革

曾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全

长 1000 多公里，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

里穿行，这条中国古代西部最大的交通大

动脉，承载着 3000 多年的历史记忆，也记

录着中国古人攻坚克难的不屈精神和聪

明才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蔡东

洲在蜀道南段反反复复“行走”多年。为了

让古蜀道的历史发展脉络有更加科学的理

论支撑，他不断在这里寻找古路、古观、古

碑、古树，“用科学的方法对古树和古道保

护和利用，也是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和守护生态文明”。

7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考

察调研，第一站就是位于四川省广元市的

翠云廊古蜀道。蔡东洲承担了当天的讲解

任务，他一直记得关键词有“三国”“蜀道”

“古柏”……

10月 14日，在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人民日报社、共青团中央、四川省委网信委

联合主办的“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

上，蔡东洲也把古蜀道的故事带到了现场。

年轻一代正从传统文化中
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古蜀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载体，

不仅可以让公众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还

能让公众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千百

年来，古蜀道得到了百姓的共同守护。对于

蔡东洲来说，越了解就越热爱，近 40 年的

研究历程，他也在见证着蜀道文化和蜀道

精神在新时代重新“发光”。

“专注一个问题、一个方向持续地研究

下去，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历史研究

是一项时代使命，要抱着对国家和民族负

责的态度，更要为后人留下科学可信的信

息。”蔡东洲说。

6月 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都是一滴水，

最终汇成大江大河，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追本溯源的故事，同样发生在三苏祠博

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徐丽身上。她在三苏祠工

作了近 40年，其中讲述最多的便是苏轼。经

常有人问她，最喜欢苏轼的哪句名言？时至

今日，徐丽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

题，“我非常喜欢每一首诗词，因为在不同的

境遇、环境和思想下，苏东坡总能用不同的

诗词给我们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多年前的三苏祠还不是“网红”博物馆，

那时也有很多人问徐丽：为什么会选择一份

“坐冷板凳”的工作？徐丽觉得也许“拣尽寒枝

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就是最好的回答——

“正因为我有这种‘耐寒’的劲头，在文物工作

这‘冷板凳’上坐了几十年也没有觉得冷”。

如今，“三苏”的魅力不减当年，还被年

轻人称为“自带流量的天团”，喜欢他们的人

则被称为“苏粉”。徐丽的讲解工作不仅“不

冷”，还越来越“热”了。徐丽说：“在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方面，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浪潮。

年轻一代正从传统文化中重新认识自己的

民族和国家，体现了文化自信的力量。”

传承与创新源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沉厚重的底蕴

不久前，杭州第 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数

字火炬人“弄潮儿”高擎火炬，踏过钱塘江、翻

过体育场，奔跑着与最后一棒火炬手共同点

燃了“钱江潮涌”主火炬塔，震撼了全世界。

在筹办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 3年时间

里，总导演沙晓岚一直在思考：在中国的高

光时刻，中国的艺术家该拿什么呈现给全

世界？历经近 600场研讨会，前后 60余稿的

设计方案，一次又一次打磨，最终将一场极

致的中国式浪漫呈现给了全世界。

细细数来，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上的

很多细节设计都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华传统

文化的底蕴通过裸眼立体视效、AR虚拟影

像等创新科技，焕发出了时代的光彩：用影

像呈现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巨型花窗；在横

跨千年运河的拱宸桥之上，喊出“相知无远

近，万里尚为邻”的诗句……

“大家在亚运会开幕式里看到的灯光、

音响、网络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科技的发展

给艺术家提供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活动现

场，沙晓岚说出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约有 80%的设

备需要进口，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和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使用的几

乎都是国产设备。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其

中，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承与创新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沉厚重的底蕴。“寻找中华文化的根，梳理

中华文化的脉络，并将其转化为中华民族

的精神力量”被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

队队长黎海超看作是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意

义，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1934 年 ， 四川大学考 古 学 科 的 前

身——华西协和大学的博物馆团队，在葛

维汉先生的带领下开启三星堆历史上的首

次发掘。后来，一代又一代四川大学考古专

业的开拓者在三星堆接续奋斗，算起来黎海

超带领的团队已经是坚守在三星堆的第四

代四川大学考古人了。

如今，科技考古成了中国新时代考古

的“硬核”推动力。他们在新的祭祀坑上搭

建起新的房子——“考古方舱”，为文物提

供了最好的保存环境。甚至，还利用X光技

术对三星堆 7号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

格状青铜器进行研究，发现了古蜀人焊接

技术的证据。

文化借助科技的力量重新发光，新时

代的考古人也拥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黎海

超说：“在 3000 多年前古蜀先民居然能够

将不同的青铜构件焊接到一起，这实在是

令人惊叹。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正是来源于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

传统文化被注入了新潮、
创新和青春

前些日子，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

馆》火爆“出圈”，让无数人破防。一盏从大

英博物馆出逃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

身一名可爱的女孩，在一位“偶遇”的中国

同胞带领下，共同寻找归家之路。

有网友评论说：“在异国他乡看着祖国

流失的文物，如鲠在喉。”这支由两位 95后
青年创作的短剧，唤起公众对“文物回家”

的渴望和期盼。

煎饼果仔是该剧的编剧和导演，夏天

妹妹则饰演小玉壶。短剧播出一个多月后，

他们在活动现场讲述两次创作背后的故事

时，赢得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最初，剧本创作只用了 3 个小时。后

来，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真正走进了大英

博物馆，抬头看向一件件文物时，他们突然

发现专属中国人的情怀、文化和浪漫该用

中国人的方式去创作、去表达。

“如果这些文物是人，他们会有自己的

家人和好友，会有未完成的事业，更会有肝

肠寸断无法言说的思乡之情，面对自己的

挚爱亲朋，是舍不得让他们为自己难过

的。”一件件文物在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的

眼中就像是有了生命，在轻声低吟，娓娓道

来。随后，剧本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动，才

有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作品。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传承里的新

生力量，传统文化被注入了新潮、创新和

青春。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当 3000
年前的金沙石磬被敲响，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遥远的古蜀文明时代，也唤醒了沉

睡千年的三星堆。31 名戴着青铜纵目面

具的青年舞者带着对光明的追求，不断

奔跑、攀登、冲刺，他们变成一股力量，也

唤醒了全世界年轻人的青春能量，点燃

了现场的火炬。

每每回想起圣火点燃的那一刻，成都

大运会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章东新总能被青

春的能量点燃，“我的心和我的眼前忽然就

换了一个世界，那一次圣火的点燃不仅仅

是运动会的圣火标志，更是用青春的激情

把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憧憬重新点燃，让

中国和世界再一次相连”。

这些年，三星堆文化遗址迎来了一批

又一批年轻的考古队员。今年 5月，四川大

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荣获第 27 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黎海超做了一项数据统

计，这里面大部分都是 90后、00后。

在四川大学青年学生们组成的“青春”

考古队里，刘芸伶负责软件记录系统，给出

土的文物“上户口”，做网络登记；贾嘉兴负

责实验室考古，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探寻文

物背后的蛛丝马迹；郭振新负责拍照、摄

影、记录破土而出的文物；贾简歌负责清理

工作，青铜、镶牙、玉石、陶器……

考古不是一项“象牙塔”里的学问，而

是需要走进社会和田野。在这个过程中，考

古人不仅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更要忍受

风吹日晒，风餐露宿。刚开始，黎海超难免

会对这些年轻人心存忧虑：这么重大且艰

苦的工作，他们能不能做得好？

在日复一日的寻找与挖掘工作中，黎

海超的疑虑逐渐被打消。年轻的考古队员

不怕苦、不怕累，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活动

现场，黎海超充满力量地向在场观众说：

“择一事，终一生。如今新一代年轻的考古

人已经逐渐扛起了担子。”

刘芸伶说：“我们就像是中国考古事业

中的一粒小沙子，但能够参与这项工作又

是何其幸运，每个人都能在与中华文明和

古代工匠对话的过程中，寻找人生的方向

和意义。”

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乔佳新

10 月 14 日 ， 泰

国留学生王远穿着和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当

天同样的衣服，来到

“把青春华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大思政课

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

引导活动现场。

在成都大运会开

幕式上，王远作为火

炬手的一员点燃了主

火炬，“回想到那瞬

间，我依然非常激

动，这将成为我一生

美好的回忆”。远在

泰国的家人也为王远

的经历感到激动。

王远今年 23 岁，

从成都大学本科毕业

后，又继续在成都大

学读研究生，学习产

品设计。她在校期间

积极参与各类人文交

流活动，学习和了解

中华文化。王远告诉

记者，她对三星堆

文 化 、 川 剧 变 脸 、

皮 影 文 化 兴 趣 浓

厚，未来她希望能

把中华文化融入她

的设计之中。

“因为‘一带一

路’，我有机会来到

中国学习和生活，让

我有美好的体验。”

王远与她在泰国的同

学分享了经历后，有

不少同学来到中国学习，她的妹妹也正

在成都大学学习。王远说，未来她将把

“一带一路”的精神传承下去，做中国

和泰国之间的桥梁。

在成都，有位“洋中医”被大家

熟知。他叫迪亚拉，来自西非马里共

和国，是首位取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

国人。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迪亚拉

第一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 1984 年 9
月，20 岁的他从家乡乘车到马里共和

国的首都，和 11 名同学一起经法国、

印度转机，花了两三天时间辗转抵达

北京。

迪亚拉用 3 个数字讲述了他的经

历：在中国 39年，用 11年获得中医本

硕博学位，自发做了 10 年的乡村医生

培训。串起这些时间数字的是迪亚拉对

中医文化的向往和热爱。

有人问迪亚拉，你一个老外在中国

做这些事到底图什么呢？

迪亚拉回答：“20世纪 80年代我在

中国留学的时候接触了中医，我便迷上

了中医。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宝藏，

这个宝藏需要去全新地认识它、理解

它、应用它。”

迪亚拉前不久再次经历了从马里

到中国的行程，这次他仅用了十几个

小时。目前，迪亚拉正在马里推动建

设中医技术鲁班工坊，这是一个汇集

艾灸、拔罐、针灸、推拿等技术的培

训中心。

迪亚拉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推进，中非中医药交流得到更快发

展。他打算把在非洲学过中医的人联合

起来，成立一个集科研、教学、医疗于

一体的中医诊疗中心，在非洲各地培养

医生。他感觉，这件事做好了，是中医

的一张名片，也是中非友好的一张名

片。“我热爱中国，热爱这里的每一个

人，我会继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中

医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尊重包容

文化，是中国吸引全球外商的魅力所

在。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是典型

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在此，

采购商品、洽谈合作。尼泊尔外商毕需

努见证了义乌从“中国小商品城”到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飞跃发展。

毕需努出生在尼泊尔的一个经商世

家。1999 年，他第一次跟随表哥来到

中国采购日用品拿到尼泊尔去销售，

生意非常好。后来，在一位合作商的

建议下，毕需努带着满满的期待来

到义乌，瞬间被琳琅满目的货物震

惊。他当即决定留在中国，一待就是

20多年。

活动彩排的时候，毕需努在寻找四

川大学校长的身影。毕需努这次来参加

活动错过了他女儿的生日。不过他也实

现了女儿的愿望——获得四川大学校长

签名，因为有很多四川人在尼泊尔做生

意，也有很多尼泊尔学生在四川留学，

他们对四川大学充满向往。

在毕需努看来，尼泊尔作为一个

内陆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尼泊尔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物流通道更加

畅通，义乌的小商品运到尼泊尔加德

满都变得更加便捷。毕需努说，“我们

的货物只要 8 到 12 天就能从义乌运到

尼泊尔”。

他愿意通过这次活动向更多人分享

他的经历，也希望能够为增进两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作

为在中国扎根的尼泊尔人，我对中国充

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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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晚，“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现场，四川大学学生齐唱校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文并摄

江姐是谁？

在大多数人眼中，江姐是一个革命者。

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姐在重庆解放前夕

牺牲，年仅 29 岁。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江姐入选中宣部等 11个部门评

选的“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但在江姐的母校四川大学，她又不仅

仅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四川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冉诗媛更愿意称呼她

为学姐。

10月 14日晚在四川大学举行的“把青

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

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中，作为舞台剧《江

姐在川大》编剧的冉诗媛在分享中说，我们

想让江姐在大家的记忆里，不只是一个英

烈的名字，更是一个生动鲜活的人。

在四川大学，校园里有关江姐的痕迹

还有很多，江姐纪念馆、“江姐班”等。70多
年后的今天，这位学姐真切的形象已然深

入人心，影响了一大批当代大学生。

这一切，源于四川大学“将红色文化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推进江姐精神

时代化，推动形成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

同育人”的持续探索。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曹萍说，我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以江姐精神为代表的校园红色文化资源

融入思政教育，营造“知史爱国、知史爱校”

的良好文化氛围，让校史中的精神养分充

分滋养青年学生。

一个“遥远的革命者”走近了

冉诗媛是重庆人。在考上四川大学之

前，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只知道江姐这位英

烈在她家乡重庆的故事，并不知道江姐曾

经在四川大学求学。

四川大学发掘的档案资料证实，1944
年至 1946年，江姐曾以江志炜的化名就读

于四川大学。2018 年 11 月，该校首次对外

公开一批江姐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四川

大学学生登记表》《学生休学名册》《领取困

难补助名册》、在华西医院做生产和绝育手

术的《住院记录》《志愿书》《彭云出生证》，

当年农艺系的《课程表》等。经媒体报道后，

江姐求学的经历走进了公众视野。

2018年，四川大学筹备创作一部反映

江姐学习生活的舞台剧，当时还是汉语言

文学专业大二学生的冉诗媛成为创作团队

成员。她是带着疑问加入这个团队的。冉

诗媛向现场师生坦言：“看着那双温柔的

眼睛，我很好奇，这样一个邻家姐姐般的

女孩，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一位女战士、女英

雄的？”

作为编剧，冉诗媛查阅了大量有关江

姐的史料，了解到了这位英烈更加生活化

的细节。

“她是一位学霸，只用了 3 个月就自

学考上了四川大学。”冉诗媛说，这让她

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高考生活。此外，江

姐和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酸辣粉的细节，

也让冉诗媛觉得，“她不只是英勇的革命

者，更是一名亲切的学姐”。

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冉诗媛和同学

们形成明确的共识：对这位遥远的革命

者，我们首先要还原她作为一个生动鲜活

的人的形象。

冉诗媛举例说，在第五幕的离别场景

中，创作团队强化了江姐告别四川大学、告

别挚友的情感。这是人之常情，引起了很多

人的共鸣。有正处于毕业季的同学说，看到

那一幕，自己一下子就代入了。

在剧中，因为身份保密，这场离别在同

学眼中不过是暂时的，但对江姐来说，这可

能就是永别，因为她将远赴重庆执行任务，

面临的可能是牺牲。冉诗媛说，当一个“遥

远的革命者”以这种方式走近我们的时候，

也许观众会产生深切的共鸣。

事实也是如此。《江姐在川大》 在校

内外公演了 20 多场，冉诗媛注意到，很

多观众在离场时眼眶泛红，有人在朋友圈

发了观后感，表达了想继续深入了解江姐

的愿望。

这部舞台剧的创作与演出，是四川大

学探索鲜活思政教育的一个缩影。面对 00
后大学生，该校充分考虑到他们的代际特

征，探索更鲜活的思政教育形式，特别是讲

好身边人身边事，追求“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

比如，该校引入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混

合式、沉浸式思政教学，学校运用虚拟仿真

技术，制作 VR课程《我的同学江竹筠》，将

思政课实践教学与网络游戏结合起来，开

展参与式、沉浸式、体验式思政课教学，让

同学们获得生动而深刻的革命教育。

学姐用行动阐释了信念的力量

除了创作舞台剧、话剧这样的文艺作

品来纪念江姐、传播江姐精神以外，学校还

在江姐曾经的宿舍所在地四川大学女生院

建了一座江姐纪念馆，把那一代青年川大

人的精神固化下来，让今天的川大人感悟。

曾经出现在史料照片里的皂角树今天

依然矗立在女生院，当年女生们曾捡树上

掉下来的皂角洗衣服。四川大学甚至复原

了江姐的宿舍样貌，供参观者感受当年的

校园生活。

作为江姐纪念馆的学生讲解员，四川

大学水利水电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2020 级学生张钰曾无数次向参观者讲述

那些 70 多年前的往事。两年的讲解员经

历，使她对自己川大人的身份有了更深的

认识。

大学生活期间，这位女生经历过迷

茫、困惑，也时常感受到压力。比如，大

一时不知道怎样搞好学习，临近大四时又

因毕业后的选择而焦虑。张钰举了一个现

实的例子：这个行业女生很少，工作也并

不舒适，未来怎么办？

在讲解江姐故事的过程中，她隐隐也

感觉到了江姐的压力。张钰说，作为那个时

代的青年学生，江姐选择的革命道路面临

的压力更大，“到处是反对的声音”。

“在摇摆的环境下，江姐坚持党交给她

的任务，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是因为她心

中有一股信念。”这让张钰想起了大学入学

时老师曾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当你对前

路感到迷茫的时候，跟着国家的战略走，总

是一条正确的奋斗道路。

赋予她动力的不只是当讲解员的经

历，还有她所在的水利水电学院“江姐班”。

这是四川大学拔尖人才的试验田，“江姐

班”的建设，是四川大学推进江姐精神时代

化，推动形成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育

人的探索。

2018 年，四川大学将生命科学学院

2018 级生物科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试验

班命名为“江姐班”。到现在，该校设立和选

拔了 17 个“江姐班”，先后已有 7 个“江姐

班”毕业，目前共有 10个在建“江姐班”。

学业上追求卓越、思想上追求进步，这

是张钰对“江姐班”的理解。她所在的“江姐

班”有 40名学生，大四的时候有 32位学生

保研，大学期间 25 位学生入党，大家日常

在搞好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社会实践等。

这个工科专业的班级把科创报国作为

使命，学生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求结合在

一起，在毕业前夕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专

业方向。张钰瞄准国家“双碳”目标，在研究

生阶段选择了储能材料与电池工程研究方

向。她的体会是：怀着信念感去做事情，脚

步会更加坚定。

“江姐班”是江姐精神影响当代大学生

的生动实践。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曹萍

说，“江姐班”的同学们在投身基础研究、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参与公益服务等方面表

现突出，在全校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这样的探索还将继续下去。曹萍说，面

对 00 后的当代大学生，四川大学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

深、讲透、讲活”的要求，深化思政教育

改革创新，强调思政课老师用心教，同学

们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

扬斗志，让川大学子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四川大学，江姐是一位亲切的学姐

走近学生的“遥远的革命者”

四川大学学生、《江姐在川大》编剧冉诗媛讲述江姐的求学故事。

10月 14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蔡东洲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上作分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华锡/摄

10月 14日，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左一）和队员们在

“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华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