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那只火爆网络的“种花家”兔
子吗？2018年，兔子又回来啦！

1月 17日，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与厦门翼下之风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的军旅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陆
军系列》（以下简称《陆军系列》）座谈研
讨会举行。

《陆军系列》用 12集的内容讲述了
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朱日和演习等，借助可爱、呆
萌的“中华兔”形象，以诙谐幽默的表达
方式、虐心的题材、“燃”的主题、接地气
的视听语言，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
命斗争史，令观众笑中带泪，亦学亦思。

同前三季一样，《陆军系列》开播即
受网友追捧，1月 3日在全网播出完毕，
截至目前全网点击量逾1.2亿。

2009年，“中华兔”在军迷林超（网
名逆光飞行、麻蛇）的笔下诞生，自娱自
乐了两年后，林超开始创作系列漫画《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以下简称《那兔》）。
一群兔子在种花（中华）家一穷二白的时
候（清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通过自身
的努力与奋斗（抵御外敌，光复山河），战
胜了鹰酱（赢得朝鲜战争，克服了对中国
的外交孤立和军事打压），并且养殖出了
自己的大蘑菇蛋（“两弹一星”等），发展
成为蓝星最强五人之一（成为联合国常
任理事国）。

2013年，《那兔》连续 5个月获得新
浪微漫画激励计划一等奖，并获得第二
届微漫画大赛一等奖；2015年 3月，《那
兔》动漫在全网播出，成为二次元世界里

罕见的军事题材作品，豆瓣评分也达到
了8.8的高分；2015年10月，《那兔》第二
季开播，次年《那兔》第三季开播……目
前第四季《陆军系列》已经播出，林超投
入到第五季的创作中。

《那兔》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将
主旋律内核和商业化的壳有机结合在一
起的成功尝试。

90后、00后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
群体，深受二次元文化影响，有着新的审
美范式，怎么样用互联网的思维和传播
方式跟这一代年轻人对话沟通？这就需
要主动进入互联网，拥抱互联网，打破次
元壁，用他们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讲故
事。中国网络视听服务协会周结副秘书
长认为：“《那兔》就是一种尝试，就是放
下身段，讲人话，卖得了萌，能自嘲，能腹
黑，能跟传播对象平等对话。”

全网有11个视频网站播放《那兔》，
其中在哔哩哔哩播放量最高。B站是国
内二次元用户的聚集地，其主要用户年
龄大概在 16~23周岁，以高中生和大学
生为主。B站的观众年龄相对较小，容
易接受轻松的叙事方式和卡通化的表
现，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会去挖掘新的好
的内容，会成为粉丝，“安利”好内容到身
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B站用户的“自来
水效应”，由此形成互动传播。《那兔》的
形式和包装正是找到了和这批观众的契
合点，才受到他们的热捧。

年轻军官蒲云龙接触《那兔》大概是
2013年，那时他还在军校读书，“入坑”
比较早，见证了《那兔》从漫画到动画的

发展历程。“兔子很萌很搞笑，形象设计
生动，同时含义丰富，是我‘入坑’的原
因。”他向记者坦言，当他看到“再给老子
一块砖，老子再去三八线上浪一回”这句
话的时候直接泪奔，原来这就是老兵的
情怀。那会儿网上有很多“愤青”，蒲云
龙看了《那兔》之后就推荐给了高中同
学，说要好好治治他们的“愤青病”。

张权是一名普通战士，他看《那兔》
时正赶上两年服役期满，面对走留，心里
很纠结。“是‘科研兔’们为了学习，不怕
吃苦，不畏艰难，厚着脸皮去求人学的故
事感染了我，我当时热血沸腾，备受鼓
舞。最终选择留下，因为我觉得在部队
里能更好地传承长辈们的这些精神。”在
张权看来，虽然这是一部动漫，但写出了
当时的背景，让处在当代的他们体会出
当时的不容易，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它
的教育意义。

第四季《陆军系列》与以往军人的形
象有所区别，网友直呼“又燃又虐”，重回
那个山河骤变、风云激荡的年代，很多年
轻观众感受到了什么是热血、什么是信
仰。忠实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分享将感动
传递给他们身边的朋友，一传十、十传
百，产生强大的口碑效应，而这就是互联
网传播的巨大能量。

“我是看着你的漫画长大的！”在
外面演讲时，林超有时会碰到同学冲
他这样大喊，让他哭笑不得，也有人告
诉他，因《那兔》的影响而上了军校或
者参了军，还有人把动漫推荐给自己
的老兵爷爷看。

爱国主义内核让这部动漫具备强
大的感召力。有些年轻人不是不爱国，
而是缺乏正确的途径引导。《那兔》将历
史上的重大事件用简单有趣的方式讲
述出来，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产生共
鸣，激发其爱国情怀，当他们被引领入
门之后，自然会主动地去了解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

林超将内心的责任感当作创作的驱
动力，他想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这个国家
坚持到今天的不易，让他们记住那些曾
为共和国的建立和成长奋斗过、牺牲过、
付出过血与泪的英雄们。“很多年轻人是
不清楚那段历史的，希望他们看了动画
之后，能对先辈们多一份敬重之情。”林
超感慨地对记者说。

一个作品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
其思想内核例如理想、信仰必定是能
感染人的，其表达方式例如平等的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必定是让人乐于接受
的。《那兔》系列动漫不仅是新形势下
军事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也是互联
网时代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一次成功示范。

张青是在读大一时看到的《那兔》，
不久之后，他就走进了军营。“《那兔》真
的挺虐的，特别是先辈们浴血奋战的情
节是‘高虐’。当看到第四集里两架歼－
11护航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客
机画面，配着背景音乐《追梦赤子心》，我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也想去当兵。每一
个兔子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我的心中
也有个中国梦、强军梦。”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启示：
国防教育这样过网络关时代关

■本报记者 姜 馨

没错，本版这次推荐的是一部动漫作品，请不要质疑自己的眼睛。
“90后、00后是否比他们的父辈更爱国？”这是一个在网上很热的话题。是的，少

数人国防意识的弱化、爱国主义情怀的缺失，再加上受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青
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偏移，一些言行比如以穿日军军服、以在网上“喷”英雄为乐
等更是令人发指。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情怀，迫在眉睫却任重道远。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动漫作品的横空出世，为国防教育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
比如，去年火爆了一个夏天的国产军事影片《战狼2》，还有今年春节档的电影《红海行
动》，一改以往主旋律题材年轻观众不“感冒”的现状，90后成为观影的主力人群。《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亦是如此，观看群体中，年龄维度以16岁~29岁占比最高。《那年那兔

那些事儿》的成功说明，对于教育，不是年轻人不“感冒”，而是教育内容能否走进他们
的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因而，当这些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的年轻人，在屏幕前盯着

“兔子”泪流满面时，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创作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国防教育更有血有
肉，鲜活生动。

截至目前，《那兔》在我国最大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站）上一共获得8835.6万次的
点击量，189.3万次的追剧量，成为国产动漫现象级的作品。2017年年底，《B站国产网
络动画评分排行榜》数据显示，《那兔》评分9.3分，集均点击量为67.7万次，在国产动画
中名列第四。当国防教育碰上二次元，迸发出的火花，你喜欢吗？

——编 者

憨态可掬的胖兔子，戴着一
顶配有红五星的绿军帽，走起路
来肉嘟嘟、蹦跶跶，怎能不让年轻
人喜爱？这就是国产动画片《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的魅力所在，轻
松自在间就把爱国主义渗透到观
众的内心，很有“大象无形，大音
希声”的感觉。这告诉我们，国防
教育完全可以摆脱严肃的面孔，
用更加具有亲和力的形式赢得群
众的喜爱。

任何一名中国人都不应忘记
国家的苦难史、奋斗史，我们今天
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在切身感受祖国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同时，更应牢记
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因而，青少年
一代急需对我党、我军历史深化
认识，从而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

近年来，以战争片为主要载体
的国防教育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
但是真的能让观众买账的，不仅要
质量为“王”，还需形式为“后”，尤其
是在新事物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
不只有青少年，各个年龄段的人显
然都需要形式更新颖、内容更易
懂、画面更生动的国防教育作品。

党史、军史类的影视作品往
往有说教的痕迹，《那年那兔那些
事儿》贴近青少年的观赏需求，易
于接受，易于记忆，表现形式更加
灵活，情感处理更加自由。

时代在发展，国防教育的手
段和形式也应与时俱进。《那年那
兔那些事儿》在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比
如革命纪念馆，在表现方式上是不
是也可以多加入3D、VR技术，来
一些轻松的体验？再比如每到建
党纪念日、建军节的时候，是不是
除了“你讲我听”的讲课之外，再加
上一些“你问我答”的互动环节？

各地在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
动中，也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
通过更多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推动
国防教育的深入开展。唯有如
此，国防教育才会更活跃、更扎
实、更有效，全民的国防观念才会
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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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部动漫，我的思绪不禁飘到我的
大学时代。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退役返校后第一次担任军训教官
时发现，不少同学对我军的历史知之甚少，甚至混乱，更不用谈对国
际局势的理解和认知了。

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军事问题，我该如何一一详解？灵光一
闪，我当即推荐了这部动漫，因为这是我见看过最简单、最直白、最
生动的一部爱国主义科普动漫，“兔子”值得推荐。没想到，第二天
我便在军训队伍中看到了大家互称“兔子”的场景，教官们更是成
了一群“兔子”的首领“大兔子”。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在担任预备役班长期间，有一次训
练，我提前出了阵地做最后准备，在高炮掩体里面的4名预备役战
士，对着被晒成黑炭的我居然唱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我开始感觉纳闷，皮都晒爆两次了，哪来这么清凉的意
境？后来一想，原来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里面，上甘岭战役中，外
面炮火连天，防空洞里坚强的兔子们一起歌唱《我的祖国》时的情景。

班里几名预备役战士萌生了对军营的向往，训练刚一结束，男
兵马佳鹏参军入伍，女兵常鑫瑶更是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艰苦的
藏南地区服役，一个预备役班走出了两名战士，不可否认有“兔子”
的影响因素在里面。

《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

“第一名，易思义；第二名……”我满怀自信地竖着耳朵，却迟
迟没听见指导员点我的名字。作为新兵连战友公认的理论学习
骨干，本想通过第一次理论测试，打响自己下连“第一炮”，没想到
结果却是枚“哑弹”。

每次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当
初迷上这部动漫，是因为我姥爷的故事。我姥爷是抗美援朝参战
老兵，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如今仍有几块弹片残留在体内
没取出来。与抗美援朝将士和姥爷他们相比，我的“英雄梦”还有
多远？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问题，顿时引起了我深刻反思。

去年 9月 23日，我刚从南开大学入伍到武警安徽总队没几
天，就收到习主席回信。一时间，媒体蜂拥而至，报道铺天盖地，
我顿时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人物。镜头面前，闪光灯下，我
不知不觉有些飘飘然，学习训练工作的状态也不如此前。

是啊，习主席给我们几名南开大学入伍大学生回信，是勉励，是
期许，更是我们每名官兵的共同荣耀。然而，我却仅仅作为一顶属于
个人的光环戴在头上，甚至一度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思想交锋，是最激烈的斗争形式。醍醐灌顶之后，我从里到
外像是变了个人：学习抢上游，训练争第一，工作抢着干……强军
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的感觉真好！

武警安徽总队战士 胡一帆

最早接触《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是在读大二的时候，这是一部充满
了诚意和情怀的国产动漫作品。

观看《那兔》总体是轻松愉快的，但也有令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段落。《寒
冬中的冲锋号》一集中，正值隆冬大雪，兔子们隐蔽在雪堆里瑟瑟发抖，而
此时对面鹰酱正因不吃罐头想要烤肉而大发脾气。兔子A不知不觉流下
了口水，旁边的兔子B推了推兔子A：“不要流口水，口水会冻住的。”“嗯。
亲，你的眼泪冻住了。”“不要在意那些细节，距离发起攻击还有多长时间？”

待到攻击发起时，兔子 B再去推兔子 A，怎么也推不醒，刚刚还互
相勉励的战友已成了没有生命气息的雪堆。这时，兔子B抹去自己的
眼泪，带着哭腔，告诉自己，不能哭，眼泪，也会冻住的！

这反映的是抗美援朝中的长津湖战役，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
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兔子们穿着单薄的
服装，拿着简陋的武器，在极端的严寒中冲锋，兔子们的想法很简单：
保卫种花家，振兴种花家。

我不知大家还记得《那兔》第一集里城楼上的兔子说的话吗？“亲，
准备好了吗？虽然现在是我们当家了，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当初的那
个约定，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吃得饱、穿得暖，不被人看不
起的种花家！”兔子的宏愿实现了，如今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
的军队有信心击败一切来犯之敌。

中部战区陆军某排排长 杨生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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