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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后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 初 心 之

地”又出现 5 位革命先烈的“身影”。

出 生 于 1901 年 的 邓 恩 铭 是 其 中 之

一 。1921 年 ， 还 是 中 学 生 的 他 来 到 上 海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 今 ， 通 过 “ 时 光 之 镜 ”， 他 再 次 “ 回

到”这个革命火种点燃的地方。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由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上海市委

共同主办，知乎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参与的

“ 穿 越 百 年 ， 叩 问 初 心 ——‘ 时 光 之 镜 ’

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在上海渔阳里广

场举行。活动邀请 5 位青年演员饰演 5 位

先烈，通过“时光之镜”体验亭，与当今

的观众“对话”。

和邓恩铭一起被“请回来”的，还有

被称为“革命的老祖母”的中国共产党唯

一的女性创始人向警予；陈独秀之子、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延年。中国共产党

早 期 主 要 领 导 人 之 一 瞿 秋 白 也 “ 回 来 ”

了，他曾经把 《国际歌》 带回中国传唱，

也唱着这首歌走上刑场。还有方志敏，那

个在昏暗牢狱中展望“可爱的中国”的红

军将领。

100 年前，上海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

人 的 初 心 孕 育 之 地 。 老 渔 阳 里 2 号 曾 是

《新青年》 编辑部和陈独秀寓所，新渔阳

里 6 号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和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中 央 机 关 旧 址 。 连 接

新、老渔阳里的小道上，曾有许多共产主

义先驱穿梭，这条小道也被称为“共产主

义小道”。100 年后，“时光之镜”体验亭

就摆放在渔阳里广场。如今，这里是上海

熙熙攘攘的潮流之地。“时光之镜”让相

距 100 年的两代年轻人相逢。

相差 100岁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

5 个红色体验亭，吸引着闹市中的来

往行人。

“ 我 是 陈 延 年 ， 你 可 能 没 有 听 说 过

我。我有一个有名的爸爸，他叫陈独秀。

还有一件事情，你也不一定知道。96 年

前，我亲手给一个中学生戴上了红领巾，

那 是 中 国 的 第 一 条 红 领 巾 。” 在 体 验 亭

里，上海七色花小学三年级学生顾凯淇听

到这句话时，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胸前的红

领巾。

通过“时光之镜”设定的程序，这名

小学生高高举起手，与“陈延年”隔空击

掌，约定“相会在中华复兴时”。

“当年革命先烈用热血保家卫国，现

在 我 们 更 要 好 好 学 习 ， 记 住 和 先 烈 的 约

定！”顾凯淇说。

上海市航头学校 3 名初二男生结伴走

进体验亭，肩并肩站成一排，出现在他们

面 前 的 是 只 在 历 史 书 上 见 过 的 “ 瞿 秋

白”，“就像站在书桌前一样亲切”。

这些学生在做历史作业时学会了 《国

际歌》。体验后，他们说，很想问一问瞿

秋白，“ （假如） 看到新中国成立，你一

定会很高兴吧？”

一位 84 岁的老党员听完向警予的故

事，含泪从体验亭中走出，“我有 50 多年

的党龄了，我想告诉这些先烈，现在的生

活好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上海市黄浦区的一队消防官兵，在执

行任务后，井然有序地列队，来到渔阳里

广场与百年前的革命先辈“对话”。一位

从革命老区延安来上海游玩的 00 后特意

来打卡。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一位从厦

门到上海出差的年轻人拍完照说：“这张照

片我会好好留存，这是我来上海的珍贵回

忆。”一位长沙游客体验后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他们是我们不能遗忘的英雄。”

活动志愿者王雨羲注意到，虽然这几

天上海气温很高，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走

进亭子去体验。

“五一”假期期间，渔阳里广场人潮

涌动，夜晚更是年轻人的世界，旁边的商

场 汇 聚 了 众 多 潮 牌 。 在 这 里 ，“ 时 光 之

镜”也亮了。百年前走在时代前列的潮流

青年，召唤着百年后的潮流青年前去诉说

怀念、拥抱理想。一对戴着时髦项链的情

侣，在听完邓恩铭的故事后，熟练地摆起

耍酷的姿势，和穿着中山装的“邓恩铭”

合影。

在网上，一位受到感染的用户给中国

青年报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我们在历史

书上匆匆翻过的一页，就是他们的一生。”

这样的体验很特别

渔阳里是青春洋溢的，无论是 100 年

前 ， 还 是 今 天 。 5 月 2 日 ， 在 渔 阳 里 广

场，一群年轻人表演了一场话剧，讲述的

是解放上海时 4 位青年在南京路上升起红

旗的故事。

这部话剧由上海市黄浦区政法青年红

色宣讲团的青年干警自编自导。和他们一

起在渔阳里广场向市民宣讲党史的，还有

中共一大纪念馆团支部、复旦大学马克思

学 院 望 道 班 、 上 海 社 科 院 尚 社 博 讲 团 等

10 组青年。这些青年陆续走进了“时光

之镜”体验亭。

一位宣讲团成员与“向警予”进行了

互 动 。 他 觉 得 向 警 予 真 实 地 站 在 自 己 眼

前 。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和 革 命 先 辈 “ 见 面 ”，

他觉得很开心。“作为宣讲团的一员，我

也希望把党史故事讲得更生动，这样的对

话方式让参与者有了特殊的体验。”

上海社科院研究生廖宝志是党史宣讲

团的一员。在语文课本中，他读过方志敏

的 《可爱的中国》。“每次读起那句‘中国

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

爱吗’，我都能产生共鸣，我能理解方志

敏对祖国的这种深沉的爱。”“时光之镜”

让他重温了这种体验。

今年“ 五 一 ” 假 期 ， 中 石 化 长 江 燃

料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公 司 业 务 部 员 工 柏乐

有 个 特 殊 的 任 务 ——“ 打 卡 ” 上 海 的 红

色印记，并录制视频，向公司里的年轻人

介绍。

在渔阳里录制完打卡视频后，柏乐来

到“时光之镜”体验亭门口排队。他让同

伴举起设备，开始了介绍：“在渔阳里广

场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叫‘时光之

镜’，通过它可以和 100 年前的革命先辈

们对话互动，推荐大家来打卡体验。”柏

乐说，这样的体验很特别，非常适合年轻

人学习党史，非常值得推荐。

一位三年级小学生领着妹妹走进了体

验亭。他说，自己一直对中国历史很感兴

趣，知道陈延年、方志敏，这次，他的知

识库里又多了一个革命先辈。他向往长大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就能为人民做

更多的事情”。他的母亲则说：“用几分钟

让孩子知道一个革命先辈的故事，时间不

长而且很有价值。这样的互动方式也更有

趣、更吸引人，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牢记

初心。”

你的家乡很好，我们的国家很好

在“时光之镜”，“方志敏”对今天的

年 轻 人 提 了 一 个 问 题 ：“ 大 约 100 年 前 ，

我到上海找工作。在法租界公园，我看到

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园’的牌子，

感到奇耻大辱⋯⋯请你告诉我，‘华人与

狗不准入园’的牌子还在吗？我们的祖国

母亲，已经能够和世界各位母亲平等相处

了吗？”

90 后 化 妆 师 沫 沫 （化名） 想 告 诉 方

志敏：“如今的中国和以前不一样了。现

在 的 中 国 ， 不 卑 不 亢 。” 她 还 想 告 诉 先

辈 ， 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中国快速反

应，举国上下全力抗疫。我们迅速调集资

源驰援武汉，快速控制疫情蔓延。国家还

快速研发疫苗，并积极推广为百姓免费接

种。”她说，“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逐步

复苏，节假日我们还能出来自由地旅行，

这都是我们国家强大的表现。”

一 名 大 四 学 生 希 望 告 诉 方 志 敏 ，

他 笔 下 “ 可 爱 的 中 国 ” 如 今 愈 发 可

爱 。“ 全 国 同 胞 团 结 一 致 齐 心 抗 击 疫 情

的 时 候 、 国 家 为 贫 困 学 生 提 供 上 学 机

会 的 时 候 、 许 多 扶 贫 干 部 在 基 层 帮 助

百 姓 过 上 好 生 活 的 时 候 ， 这 些 都 是 中

国 的 可 爱 之 处 。”

《中国青年报》 与知乎共同发起网上

问 答 ，“ 在 哪 些 瞬 间 ， 你 觉 得 中 国 很 可

爱”“百年来，哪些歌曲让你听了以后感

到热血沸腾”等问题登上了知乎热榜，收

到了众多回答。知乎“时光之镜”专题浏

览量已近 4 亿次。

一 位 在 校 大 学 生 在 答 案 中 介 绍 了 自

己和家人求学的经历，并感慨，“不让一

个 学 生 因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而 失 学 ” 的 国 家

助 学 政 策 ， 是 自 己 觉 得 中 国 的 一 个 可 爱

之处。

100 多 年 前 ， 方 志 敏 曾 辍 学 回 家 务

农，邓恩铭也差点因为贫困而辍学，后来

在亲戚的接济下，不远千里到山东读书。

今天，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凭借努力改变

了命运。

廖宝志也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学生，从

赣南来到上 海 读 研 。 他 说 ， 自 己 和 老 乡

方 志 敏 做 了 “ 约 定 ”， 毕 业 后 会 回 到 赣

南 ， 像 方 志 敏 当 年 从上海回到江西发展

根据地一样，把青春留在祖国和人民需要

的地方。

他还想告诉带着殷切眼神询问家乡现

况的“邓恩铭”——包括邓恩铭的家乡贵

州省荔波县在内，80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已 经 摘 帽 ， 中 国 历 史 性 地 完 成 了 近 1 亿

人口的脱贫，“贵州山区不再是贫困的代

名 词 ， 他 们 大 力 发 展 旅 游业，经济越来

越好。”

“时光之镜”线上互动中，邓恩铭的荔

波乡亲们这样留言：“恩铭，家乡因为有你

们变得更好了。”“现下 2021 年，你的家乡

很好，我们的国家很好，感谢你们！”

“ 感 谢 ” 两 个 字 ， 是 走 出 “ 时 光 之

镜”后，很多体验者最想说的话。柏乐对

记者说，他想为今天的生活向先辈道一声

谢，“请他们放心，祖国的未来有我们”。

本报上海 5 月 4 日电

“时光之镜”让相隔百年的年轻人相遇

请放心，祖国的未来有我们

@中国青年报：
在哪些瞬间，你觉得中国很“可爱”？
@李安森：
如果没有了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国家

和文明就走向了终途。
在 漫 长 的 5000 年 里 ， 历 史 曾 经 记

载，以及没有记载的牺牲者，数不胜数。
从 《刺客列传》，到秋瑾女侠，侠义之风
长存，忠义之士不灭。

尤其是那些被误会的，被错杀的牺牲
者，他们一生所求为何？不是金钱、不是
名气。甚至到最后，他们都没有看到胜利
的希望。他们死时，是解脱，还是期待？
我们也无从得知。

他们未被国家爱，未被人民爱，未被
家人爱。但，他们可爱。

他们可爱，国亦可爱。
@hhh：
我觉得中国一直都很可爱。

忘了是谁说的，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
中最勇敢的人们保护得很好。

解放军、人民警察、消防官兵等默默
守护着我们的瞬间会显得中国很可爱。

他们一直都在，所以中国一直很可爱。
@Tomo：
困境中的坚守，比顺境中的赞美，

要难得的多，因为正是这些或不凡或普
通的中国人，让中国一点一滴变得“可
爱”起来。

@佤邦吖妹：
我是佤邦南邓人，我们那里的孩子现

在可以去一沟之隔的云南班老享受九年义
务教育，免费的！还有免费的营养午餐！

我当时读书还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妹

妹回来说以后读书免费，那一瞬间我觉得
非常可爱。外面的人很难理解佤邦求学有
多难，真的很难！

@风子佳：
要我说中国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我

就觉得是还有个高考，让穷人也能有出头
之日，不必让几万元的学费压垮一个人出
人头地的希望。

@驴友菜牙：
中国式扶贫是一个都不能少，有些理

想主义，但更多的是那种奔向理想主义的
可爱，也正是这种可爱，值得我们 14 亿
中国人去保护！

@霖郊野：
日出前国旗护卫队唱着“山知道我/

江 河 知 道 我/祖 国 不 会 忘 记/不 会 忘 记
我”，这歌声嘹亮，穿古贯今。

疫情期间，有人给一线工作人员送口
罩，临别时被问一句，“您贵姓啊？”

“叫我中国人就好了”，又皮又可爱。
@两碗半：
一个国家的“可爱”之处，不是得到

多少个世界第一，也不是武力值爆满称霸
全球，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真的
越过越好了呀！

@月夜星光：
当一列列高铁穿越广袤的田野，当一

艘艘轮船满载万吨的货箱，当一车车蔬果
从村庄开往城市，当一架架航班自东方飞
往世界，当扶贫攻坚的干部们从发达的都
市奔赴落后的山区，当共和国的战士们离
开故里守护从雨林到沙漠的万里边疆⋯⋯
种种情景，所有时刻，都使我觉得中国是很

“可爱”的。 （问答摘自知乎）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到 达 上 海 渔 阳 里 广 场 前 ， 59 岁 的

蔡予有些紧张。她总担心走错路，反复

向身边人确认：“就是这里吗？”

她从未见过面的奶奶向警予将在这

里和她“隔空对话”。这个“五一”假

期，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

社、共青团上海市委共同主办，知乎作

为战略合作伙伴参与的“穿越百年，叩

问 初 心 ——‘ 时 光 之 镜 ’ 沉 浸 式 互 动

体 验 活 动 ” 在 渔 阳 里 广 场 举 行 。 用 现

代 技 术 “ 唤 醒 ” 向 警 予 烈 士 ， 是 启 动

仪 式 上 的 一 个 环 节 ， 蔡 予 早 早 就 开 始

期待这一刻。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性

创 始 人 ”， 也 是 中 国 妇 女 运 动 的 先 驱 。

她和蔡和森生下蔡妮、蔡博一双儿女，

蔡予是蔡博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一个。

和奶奶“对话”的这一天，蔡予希

望父亲蔡博也能一起参加。她父亲和姑

姑 曾 跑 遍 了 每 个 留 有 祖 父 母 痕 迹 的 地

方，在溆浦、长沙、上海、广州、武汉

间穿梭 。 他 们 去 向 警 予 发 动 罢 工 的 纱

厂 ， 去 她 创 办 的 女 校 ， 去 各 种 知 名 或

不知名的纪念 馆 。 到 了 90 多 岁 ， 两 位

老 人 还 颤 颤 巍 巍地到各地参加纪念活

动 。 蔡 予 的 名 字 也 是 父 亲 为 了 纪 念 爷

爷 奶 奶 而 取 的 ， 这 是 父 亲心中“生命

的延续”。

她知道，父亲是在这些故事里找爷

爷奶奶的影子。蔡博 4 岁时母亲向警予

牺 牲 ， 7 岁 时 父 亲 蔡 和 森 也 为 革 命 献

身。蔡博曾对蔡予说过，自己小时候每

次和父母见面都匆匆忙忙，记不清父母

的样子。最后一次和母亲见面时，他躲

在奶奶身后不敢相认，好不容易才开口

叫 “ 妈 妈 ”。 晚 上 他 亲 昵 地 黏 住 母 亲 ，

天一亮母亲又在他沉睡时离去。

在 渔 阳 里 广 场 参 加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时，蔡予想起前一天还给自己打电话的

儿子。儿子在国外读大学，从新冠肺炎

疫 情 开 始 到 现 在 一 直 回 不 来 ， 她 很 担

心。每次想象奶奶离开儿女，面对未知

的危险，她的心就会揪着痛。

渔阳里广场上的“时光之镜”体验

亭里，循环播放着的视频展现了百年来

一 批 又 一 批 青 年 为 了 心 中 信 念 英 勇 献

身。她在父亲蔡博身上也看到过这种使

命 感 。14 岁 时 ， 邓 颖 超 亲 自 将 蔡 和 森

和向警予牺牲的事告诉了他，身边的人

记得，蔡博听后紧紧地攥住了拳头。在

苏联学习的 10 年里，蔡博在班里一直

都是尖子生。那时国内百废待兴，急需

大力发展经济，蔡博选择了人才匮乏的

冶金专业，一干就是一辈子。

蔡予的姐姐蔡恒记得，父亲蔡博在

鞍钢工作时，经常在家画图纸、看书到

深夜。研究爷爷奶奶的故事和党史资料

是父亲生活的“第二工作”，“是他的兴

奋点”。

小时 候 在 饭 桌 上 ， 父 亲 会 滔 滔 不

绝 地 讲 起 从 资 料 里 新 发 现 的 小 故 事 。

她想起父亲的痴迷，“别人家都是聊家

长里短，我们家都是在聊党史。”父亲

大 部 分 业 余 时 间 用 于 去 各 地 搜 集 资

料 ， 还 有 跟 党 史 专 家 交 流 。 父 亲 去 世

时 ， 电 脑 里 还 存 有 一 堆 还 没 来 得 及 整

理的资料。

她和父亲只能通过这些资料在心里还

原奶奶的形 象 。 多 少 年 来 ， 蔡 予 从 没 想

过 奶 奶 如 果 在 身 边 会 是 什 么 样 。 4 月 30
日 的 这 场 活 动 ， 让 她开始期待一个“立

体的奶奶”。

这 场 “ 对 话 ” 越 来 越 近 。 蔡 予 和 参

加 活 动 的 上 海 七 色 花 小 学 的 小 学 生 一

起 ， 顶 着 热 辣 辣 的 太 阳 仔 细 盯 着 屏 幕 。

开 启 “ 对 话 ” 需 要 大 家 一 起 倒 数 5 个

数 。 孩 子 们 的 声 音 稚 嫩 清 脆 ， 微 风 吹 起

四排红领巾。

看着现场的小学生，蔡予想起来儿子

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被她带着参加外

曾祖父母的纪念活动，有时候开会要开几

个小时。那时儿子正是好动的年纪，却安

安静静坐在位置上。

儿子知道，外曾祖母曾翻山越岭挨家

挨户敲门劝学，给女学生们解开长长的裹

脚布。外曾祖母深知女工工时长，工钱却

比 男 工 少 ， 还 要 遭 受 打 骂 凌 辱 ， 创 办 了

40 多家女工夜校，领导过上海 14 家丝厂

1.5 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 7000 名工

人罢工。

蔡 予 学 历 史 的 儿 子 会 把 外 曾 祖 母 放

在 世 界 历 史 背 景 里 ， 思 考 她 在 呼 吁 女 性

权 益 上 的 重 要 贡 献 。 这 让 蔡 予 深 刻 感 受

到 新 时 代 新 青 年 的 新 视 角 ， 即 使 时 间 走

过 百 年 ， 他 们 也 会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去 理 解

革命先辈。

蔡予也想理解奶奶。她记得奶奶手稿

中娟秀的字迹，记得奶奶给自己创办的女

校编校歌。她知道湖南溆浦县故居里那条

鹅卵石路上的图案，是向警予小时一点一

点拼出来的。

她 看 过 由 奶 奶 的 故 事 改 编 的 电 视

剧 、 京 剧 、 书 籍 ， 她 带 着 儿 子 去 父 亲 带

她 去 过 的 故 居 和 纪 念馆。给儿子介绍同

一个老物件时，父亲讲故事的身影总会浮

现在眼前。

她 不 断 让 自 己 贴 近 那 个 年 代 ， 她 想

知 道 为 什 么 一 个 有 钱 人 家 的 才 女 这 么 义

无反顾。

当倒计时数到“1”，蔡予笑了。她看

见照片里原本一直一动不动的奶奶，转过

头朝自己笑了。

她多希望父亲能看见这一幕，这是父

亲 渴 望 已 久 的 “ 对 话 ”。“ 如 果 父 亲 在 现

场，一定会冲上去喊奶奶的名字。”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的 第 二 天 是 5 月 1 日 。

那是向警予牺牲 93 年的忌日。93 年前那

个 凌 晨 ， 33 岁 的 向 警 予 穿 着 绿 色 旗 袍 ，

扎好羊角小辫走向刑场，嘴里高喊着“无

产 阶 级 团 结 起 来 ”， 直 到 嘴 里 被 塞 满 石

头，面颊被皮带紧紧勒住。

有一点蔡予很确定，“我们现在的生

活，肯定是奶奶想看到的。他们为之奋斗

的就是今天，今天就是她们的信仰。”

这 一 刻 ， 她 觉 得 好 像 能 跟 奶 奶 对

话 了 。 如 果 真 能 跟 奶 奶 说 上 一 句 话 ，

她 想 说 ， 我 很 想 你 。

在 时 光 之 镜
和祖母“对话”

4 月 30 日，上海渔阳里广场，“穿越百年，叩问初心——‘时光之镜’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

场，向警予烈士的孙女蔡予通过“时光之镜”互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扫一扫 看视频

5 月 4 日上午，上海市渔阳里广场，“穿越百年，叩问初心——‘时光之镜’沉浸式互动体验活

动”现场，大三学生徐铭泽展示一份寻访红色印记后获得的 《民国日报》 复制品。当日是五四青年

节，数百名上海青少年来到这里，冒雨进行红色大寻访接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答案回响在互联网

5 月 2 日，上海市渔阳里广场，“穿越百年，叩问初心——‘时光之镜’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来自黄浦区卢湾一小的学生护送国旗、准备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