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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

千秋”。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绘

画一直被赋予记录史事、传承文化、

赓续血脉等重要功能。安徽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师生饱蘸真情为英烈画

像，让烈士亲属的思念有了依托载

体，让英烈事迹的传播有了生动的

影像，意义深远，值得点赞！

落笔绘英雄，行动显尊崇。英

烈是革命年代冲锋于枪林弹雨中，

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英烈是和平时期逆行于危难中，为

我们赴汤蹈火、负重前行的人。英

烈的精神和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

精神财富、不竭的精神动力，唯有融

入主流价值、嵌入精神追求，方不会

在风吹雨打中消磨，在时代发展中

遗忘。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

以己所长画英烈模样、展英雄风采，

是新时代青年爱国拥军、尊崇先烈

的生动实践。

鲁迅先生说，美术家固然须有

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

与高尚的人格。绘画本身就是一种

“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艺术，需有

“ 欲 得 妙 于 笔 ，当 得 妙 于 心 ”的 积

淀。由于英烈所处时代的条件局限

性，他们大都没有留给后人追思、缅

怀的图片和影像资料，绘画者仅能

从寥寥数语的生平信息、家属的模

糊记忆中构思描摹。而这些现实的

制约往往又给了绘画者翻阅更多文

献资料、反复修改打磨的机会，也更

利于他们学习更多历史知识、了解

更多英烈事迹。为英烈画像的过程

也是一种接受熏陶感染、精神洗礼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相

互进益的社会实践。实际上，无论

是宣讲红色故事、走进火热军营，还

是走访军属烈属、慰问老兵，只要主

动靠近、用心感知，都会是一段进德

修身、锤炼人格的美好经历。

艺术不只是技艺的展现，也是

艺术家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安徽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不仅用手中的

画笔实现了烈属“再见”亲人、“实

现”团圆的梦想，也发挥了传播英烈

事迹、弘扬英烈精神的作用。他们

用绘制的李家发、寻淮洲等英雄事

迹绘本在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

少年心中播撒下了尊崇英雄、捍卫

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种子。

这也为我们更好地推进爱国拥军工

作深入群众、引导群众，提供了有益

借鉴。

一笔一画，描摹英雄形象；一点

一滴，体现尊崇关爱。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有科技助力、有文化赋能，

相信会有更多的志愿者以自己的才

华、技能、特长为“笔”，以伟大时代

为“纸”，绘制出更多爱国拥军的恢

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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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四百英烈让四百英烈容颜栩栩如生容颜栩栩如生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开展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开展““为烈士画像为烈士画像””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纪实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纪实

■娄 程 许雅婷 本报特约记者 梅良仿

“像！太像了！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今年“八一”前夕，88岁的烈属王宝琴捧着志愿者送来的“全家
福”画像哽咽着说。

王宝琴 12岁那年，父亲王宗炳牺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此后 70多年，没有父亲照片的王宝琴，只在梦里与父亲
短暂“相逢”。今年暑假，安徽师范大学一群“00后”美术生来到他家，根据他的回忆还原父亲的形象，并绘制出这张全
家福，让他们一家人又得以“团圆”。

据统计，自 2021年以来，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以守护红色青春为己任，接力开展“为烈士画像”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用手中的画笔还原400余名烈士容颜，让他们与亲人“团圆”，让一段段感人的英雄故事，从历史走进现实。

时光回到 2021 年 11 月的一个

晚上。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大

三学生段泓润匆匆吃完晚饭，便从

食堂赶往画室。从这天晚上开始，

他正式参与“迎接建党百年，为百

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

“说实话，接到参与这项公益

活动的邀请时，我心里没底，既不

知道有多少同学愿意参加，能不能

画好也没把握，但这是件好事，值

得去做！”安徽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副秘书长、校美术学院专职辅导

员、时任美术学院团委书记的王伟

告诉记者，这项公益活动是“感动

中国 2007年度人物”孟祥斌烈士遗

孀 叶 庆 华 在 全 国 10 所 高 校 发 起

的。接到叶庆华的邀请电话后，他

就在学院微信群里发布了“招募

令”。没想到竟然有 100 多名学生

报名。他从中遴选出 6名学生作为

首批志愿者，段泓润是其中之一。

真正接到为烈士宋连恒画像

的任务后，段泓润犯难了：没有图

片和影像资料，家人的描述也极其

模糊，仅凭一段 47 个字的烈士生

平信息，能画得像吗？

看到段泓润一筹莫展的样子，

王伟心里也着急。但他和他的学

生们都很清楚，画像一丝一毫也马

虎不得，这既是对烈士的尊重，更

是 对 烈 属 的 态 度 。“ 严 肃 还 是 微

笑？长衫还是短衫？徽章什么样

式 ……”他 和 学 生 们 一 起 翻 阅 史

料，连帽子上的五角星也细细考

究，“不同时期的帽徽样式不一样，

有的五角星里面有‘八一’，有的外

面有圆圈，不能出差错”。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

宋连恒这位 70 年前牺牲在朝鲜战

场上的志愿军战士的形 象 ，在 画

纸上渐渐清晰。当烈士 89 岁高龄

的 妹 妹 时 隔 70 年 后 通 过 这 幅 画

像，实现与哥哥的跨时空“团聚”

后，段泓润如释重负：“听到奶奶

肯 定 地 说 ，这 就 是 哥 哥 的 样 子 ！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

这次活动，美术学院 6 名学生

共完成 4 幅烈士画像，绘制过程被

王伟拍摄下来发到网上后，引发广

泛关注。“画像不仅帮助烈士和家

人实现‘团圆’，也让同学们了解了

红色历史，了解了画像背后的故

事，潜移默化中受到一次党史军史

教育。”首战告捷后，王伟决定和叶

庆华一起将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与

肯定。没过多久，安徽师范大学在

学校官微上发布面向全社会征集

“为烈士画像”需求，安徽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也主动对接，架起志愿者

与基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属

之间的联通桥梁。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

多烈士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画笔将烈士从

一个名字和寥寥数语的简介还原

成清晰生动的形象，抚慰烈士亲

人，也让他们永远被人铭记。”王

伟说。

“我心里没底，但这是件好事，值得去做”

夜色如墨，安徽师范大学“红

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灯火通明。

此刻，工作室内，大三学生全

家乐端坐在画架前，正细细打磨

他的第 9 幅烈士画像。宁静的夜

晚，小小的画室里，只听见画笔摩

挲纸张的沙沙声。

两年前，刚走进大学校园的全

家乐，聆听了一场学长学姐的志愿活

动分享会，至今他仍然清楚地记得那

个关于为烈士画像的故事：受领为马

保林烈士画像任务时，马保林的大儿

子马二力已经病危，但为了能在临终

前看一眼父亲的画像，马二力一直在

和死神作最后的抗争。那天，看到父

亲画像的他，只对志愿者说了声“谢

谢”就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与不

断消失的人和记忆赛跑，多画一张

烈士画像，就能多保留一份红色记

忆。”学长的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全

家乐心里。那年秋天，当王伟面向

新生发布志愿者“招募令”时，他第

一时间报了名。

像全家乐这样的志愿者，在美

术学院还有很多。2022 年，王伟

邀请志愿者为新生上了一堂特别

的入党启蒙教育课，烈士“回家”的

感人故事，在学生们心中埋下一颗

红色种子。每当群里发布“为烈士

画像”活动通知，大家都抢着回复，

手机很快便被一行行“我报名”刷

屏。“是因为有学分吗？”记者问，王

伟摇了摇头：“我们唯一的激励就

是一张志愿者证书，大家都是发自

内心地去做这件事情。”

2023 年 10 月，为了给志愿者

们一个家，学校专门成立“红色青

春守护人”工作室，由王伟担任负

责人，并在创客中心腾出一间画

室。志愿者们从此有了固定作画、

交流和开展活动的场所。

谈及这个名字的由来，王伟动

情地说：“很多烈士牺牲时跟现在的

大学生差不多大，他们将最美好的青

春献给了祖国。同学们为他们画像，

一方面让英烈青春得以永存，另一方

面也可以让自己的青春绽放光彩。”

相同的价值追求，凝聚了一批

红色青春“守护人”，一届又一届学

生在参加志愿服务过程中，内心不

断丰盈，爱国之志勃发。现如今，

团队从最初的 6 名志愿者发展到

400 多人的大团队，志愿服务形式

早已不局限于还原烈士容颜，志愿

者们走进烈士陵园，为烈士墓碑添

色补漆；开展美育教育，教孩子们

用画笔描绘英雄形象；走进革命老

区，绘制英烈故事墙绘，赋予老房

子新的生机；录制“榜样的力量”微

党课，分享画像背后的故事……截

至目前，已帮助 400 多名烈士重现

容颜、“回家”团圆，团队先后获得

2022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

个 100”先进典型、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

“多画一张烈士画像，就能多保留一份红色记忆”

随着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壮大，

技术、经费、管理等一道道难题摆

在团队面前。

“哪里都要用钱。”王伟感慨，从

烈士画像的绘制、绘本的印制到器材

的采买，经费成为志愿活动的第一

“拦路虎”。“好在全省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给予了很大支持。”他说，除帮助

征集为烈士画像需求外，安徽各级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做好对接保障

和宣传推广工作，与团队联合开展

“开学第一课”“为烈士画像”系列活

动，积极当好团队的“后勤保障官”。

今年暑期，王伟带团队在泾县

绘制《寻淮洲革命故事绘本》期间，

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助收集革

命历史素材，修改调整故事画面，

对接党史办、宣传部搞好审核把

关；绘本制作完成后，又联系印刷

公司印制、与志愿者一同走进当地

中小学宣讲英烈故事。“‘为烈士画

像’志愿服务活动是我们关注、支

持、孵化的一个重点品牌项目，我

们呼吁爱心接力，社会各界为志愿

服务提供便利，参与支持宣传弘扬

英烈精神，让红色精神走进千家万

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

褒扬处副处长毕亮说道。

在借助外力的同时，志愿团队

积极修炼“内功”。为了让红色种子

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红色青

春守护人”工作室发起“大手拉小手”

系列活动，帮助青少年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去年初冬，芜湖市南陵县家发

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一份特别

的 礼 物 ——《李 家 发 革 命 故 事 绘

本》。翻看色彩鲜艳的绘本，李家发

烈士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高大形

象跃然纸上，孩子们个个爱不释手。

绘本的作者是团队的两名成

员聂文静和康家溢。“要是能有些关

于英雄的绘本就好了。”秋季开学，

王伟带学生在该小学上“开学第一

课”，孩子们不经意的一句话，让他

灵光一现：“色彩丰富的画面更容易

吸引青少年认识、走进英雄，咱们可

以成立英雄事迹绘本志愿服务小分

队，发挥美术专长，将烈士生平转化

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说干就干，聂文静和康家溢等

成为绘本志愿服务小分队的骨干，

他们专心致志，只用 3 个月时间就

完成《李家发革命故事绘本》的制

作，并第一时间给家发镇中心小学

的学生们送了过去。

“目前，我们已绘制《李家发革

命故事绘本》《周井铺村革命故事

绘本》《寻淮洲革命故事绘本》等英

雄事迹绘本 12 册，印制并赠送绘

本 5000 册。”王伟说，通过红色绘

本制作，让烈士“活”过来、“动”起

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现在 40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

已分为为烈士画像、革命故事绘

本、青春思政课 3 个小分队，在做

好志愿项目的同时，我们一直在不

断拓展服务内容。去年寒假开始，

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假

期作业——为抗美援朝老兵录制

影像故事，目前已经制作 30 余条

视频，暑假的拍摄也正在进行中。”

王伟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这种方

式，努力将珍贵的红色记忆保存

好、宣扬好、传承好，希望这项工作

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共同保

留好历史影像资料，丰富完善红色

基因库。

暑期接近尾声，校园即将迎来

新生，这场守护红色青春的爱心接

力，仍将继续。对工作室的未来，

王伟充满信心……

“呼吁爱心接力，让红色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工作室志愿者全家

乐在芜湖烈士陵园为烈士

墓碑描红。

工作室志愿

者在广德市捐赠烈

士画像。

工作室志愿者在

芜湖采访抗美援朝老兵。

工作室志愿者在泾县捐

赠《寻淮州革命故事绘本》。

 工 作 室 志 愿

者在广德市开展“为

烈士画像”活动。

安徽师范大学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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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吕辉村绘制红色文化墙绘镇吕辉村绘制红色文化墙绘。。

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