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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初衷：

不仅是感动

置身“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荣誉室，感受

到的是无数英烈对今天的“凝视”。其中一

道“目光”，来自该连刚刚收到的一个特殊的

纪念品——烈士庄元东的彩铅手绘画像。

如果不是提前知晓画像的来历，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张老照片。“老照片”被精心装裱

了起来，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我们看到的是

一张略为黝黑的面孔，脸颊两侧“点缀”有细

小的斑点，明暗交界处的皮肤，还原了原本粗

粝的纹路。在烈士身后，随画面纵深而氤氲

了的沂蒙山远景，像是庄元东视线的延伸。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荧幕放

大了电影《长津湖》中“雷公”的眼神，《沂蒙

山小调》的旋律响起，无数观众感动落泪。

国庆节期间，因这一幕湿了眼眶的观影人，

就包括前文中手绘画像的作者——湖北武

汉设计工程学院动画专业大三学生雷景杰。

“看电影的时候，我对‘雷公’这个角色

印象很深刻。在他身上，能感受到志愿军战

士坚毅的品质。”雷景杰告诉记者，他在央视

新闻《〈沂蒙山小调〉响起的时候，请别忘记

他》中了解到，电影中一举捣毁美军“北极熊

团 ”指 挥 所 的“ 穿 插 七 连 ”的 原 型 ，就 是 在

1950 年赴朝作战、后来被授予“新兴里战斗

模范连”称号的志愿军第 27 军 80 师 239 团 4

连。在这支英雄的连队中，一位同样来自沂

蒙山区、在长津湖战斗中牺牲的连队指导员

庄元东，让雷景杰脑海中对“雷公”的印象一

下子清晰起来。

庄元东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砖埠镇庄

家村人，家中排行老二，新婚不久就上了战

场。与“雷公”一样，至今仍长眠于异国土地

的庄元东烈士始终未能“回家”。“我想用画笔

带烈士回家。”出生于 2001年，从 2019年开始

接触彩铅作画的雷景杰，以和央视新闻合作

为契机，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抗美援朝烈士产

生了跨时空的联结。

“通过查阅资料，我找到了一张庄元东

烈士的黑白照片，但因为年代久远，细节已

经比较模糊了。为准确还原烈士容貌，在起

笔之前，我先通过草图确定构图大小，经反

复推敲后，把皮肤纹理、质感等按照自己的

理解‘填充’进去。”提及创作过程，雷景杰记

忆犹新，“关于人物背景图，一开始也选择了

好几种方案，最后决定用庄元东烈士故乡的

代表景物沂蒙山作为画面的后景，也是为了

完成指导员‘回家’的心愿。”

11 月 1 日，雷景杰发布了一段不到 2 分

钟的视频，为他 40 个小时的绘制过程画上了

一个句号。

“距离上一次完成这么大体量的作品已

经过去很久了。”雷景杰坦言，“回看录制的

视频，我对最后呈现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感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翻看雷景杰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作画

视频，从动漫中的二次元角色，到眉眼生动的

演员、歌手，再到纤毫毕现的小猫，而后到了

这次的创作对象——长津湖烈士庄元东。雷

景杰告诉记者：“我习惯用视频的形式记录自

己的创作过程，回看剪辑后的画面，观察镜头

下慢慢被还原的人物面部以及衣着细节，心

里很满足。”

“有人用生命捍卫他心底的光，那是信

仰……”点开视频，当进度条缓慢而坚定地

行至 27 秒，雷景杰用一支略有重量的自动

铅笔勾勒出帽子上五角星的形状，《最可爱

的人》的旋律把“信仰”两个字敲入观众的心

坎。屏幕上，无数“致敬英雄”的弹幕飘过，

传递着大家相通的情感。

连日来，经多方转载，“00 后手绘 40 小

时还原长津湖烈士容貌”的话题登上微博

热搜榜。“我接收到了来自网友的认可和一

些充满正能量的反馈，切身感受到了民族

凝聚力与感召力，身为其中的一分子，我无

比自豪。”

“现在这个作品已经被庄指导员的连队

收藏进连队荣誉馆了，也是送老指导员‘回

家’吧。”雷景杰说。

◎走笔思量：

只因更走心

“哥，我带着你的画像来看你了。咱爸

咱妈已经不在了，从现在开始，我守着咱们

的家……”江西省安义县烈士陵园内，20 岁

的“周小宁”被 58 岁的弟弟周爱珍小心翼翼

“捧”在胸前，画像上的他眉眼温和，微微抿

着唇，像是浑然不在意匆匆而过的 43 年时

光，而此时，跪在墓前的周爱珍已泣不成声。

1979 年 2 月 17 日，入伍仅 2 个月的周小

宁在边境作战时英勇牺牲。当时的周爱珍年

纪还很小，对哥哥的记忆比较模糊，家里只有

一张入伍前拍的多人合照，现在也模糊难辨，

这张素描画像现在成了他唯一的念想。

“在安义县，像周小宁烈士这样没有遗

像的烈士共有 66 位，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

纪牺牲，而我们只能凭借烈属只言片语的形

容想象他们的容貌。”安义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宋千宴介绍，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烈

士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很多烈属也很难清

晰、准确地描述出烈士当年的模样。为让更

多人了解英烈事迹，安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牵头组织为烈士画像活动，把“烈属讲烈士”

纳入党史学习教育，送烈士“回家”，弥补烈

属心中缺憾。

为最大程度还原烈士本来容貌，安义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辗转 11 个乡镇，

奔赴数百公里，查阅上千份资料，遍访烈属

以及和烈士亲密接触过的战友、伙伴，搜集

大量资料、综合多人描述，为最后的动笔绘

制打下基础。

“寻找专业从事人像绘画、有类似经验

的画师，也是一大难题。”安义县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主任王璘介绍，他们先后到南昌职业

学院请来两位专业老师，用手绘、素描的方

式为 13 位烈士画像。得知使用计算机、AI

技术修复还原烈士画像效果更好，他们又专

门邀请了在上海某动漫公司工作的插画师

杨文浩。

“当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找到我

并说明了来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能接到

为烈士画像的任务，很紧张也很激动。”记者

见到画师杨浩文时，他正根据袁觉苍烈士的

孙子袁朝霖的描述确定画像轮廓。在他手

边，摊开的稿纸上详细记录着烈属回忆的要

点和汇总的资料，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调整

修正眉间距、颧骨凹凸、眉毛粗细、五官大小，

电脑上袁觉苍烈士的相貌逐渐清晰了起来，

这是杨文浩多日来辛勤工作的成果。

“像！真像！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亲

切 ，这 样 的 轮 廓 、神 情 只 有 我 家 里 的 人 才

有。我奶奶说我大伯和爷爷长得比较像，现

在这幅画像就很像我大伯，这就是我爷爷的

画像！”初稿一出，袁朝霖很是激动。

“奶奶生前一直跟我念叨，新婚之时爷

爷袁觉苍就和她‘约法三章’，不让她过问自

己的工作，不让她打听自己的身份，不让她

知晓自己的行踪……”讲起爷爷的故事，袁

朝霖声音有些颤抖。1939 年 3 月 22 日，长期

从事地下党员工作、时任中共安义县委宣传

部长、抗援会负责人的袁觉苍，被日军残忍

杀害，这份不成文的“约法三章”，便成了袁

觉苍留给妻子最后的嘱托。

熊西江烈士的画像成稿后，记者便跟随

安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熊

西江烈士的弟弟熊邦惠家。画像递到 82 岁

高龄的熊邦惠老人手上，这位因患脑溢血而

无法正常说话的老人，眼角噙着泪水，发出

了含糊不清但急促的“呜呜”声。

“老伴去年突发脑溢血，到现在也不能

开口说话，他估计没想过在有生之年还能见

到哥哥，我能感受到他的激动和喜悦，真的

谢谢你们。”熊邦惠爱人余科英一边帮老伴

拿着画像，一边告诉记者，熊邦惠从去年开

始身体状况变差，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变

得越来越迟钝，没想到看到画像之后竟然有

这么大的反应，原来老人数十年来对哥哥的

思念一直没有停止过。

◎落笔生情：

余音透画外

“先把眼睛画出来后，我就一直盯着那

双眼睛看，像在阅读一个故事，画作完成之

后，一本书在我面前合上了。”

“我的爷爷和外公都没能回来，家里就

有他们的画像。小时候以为那是照片，后来

才知道那些都是画出来的。”

“在电影院看《长津湖》的时候，听到‘我

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

打了’这句话，瞬间眼泪就止不住了，那些挺

身而出的平凡人都是英雄，值得我们用心去

铭记。”

“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可能跟现在

的你我差不多。他们可能没有留下后代，但

是他们没有后悔。勿忘历史，勿忘英雄，我

们才能更加强大。”

在各方转载的评论区，记者收集到了一

些反馈的声音。对于画师雷景杰来说，从一

部电影开始的画笔漫游，在更长的时间维度

里有了回响。

“老人家，您觉得这张画像，和您的亲人

像吗？”

当记者跟随着工作人员敲开一扇扇烈

属的家门时，都会下意识问出这个问题。但

当把画像交付到老人手上，听老人念叨着那

些和画像主人公相关的往事，一次次感受到

眼眶的温热，心里明白，其实这个问题不一

定要有答案。

见字如面，见“面”如归。从颜色老旧的

毛衣到领缘平整的军装，画师以无数由点到

线的认真，让一个个应该被铭记的姓名，对

应上了一副副立体而鲜活的面孔。

彼时，他们恰是风华正茂。

我们不曾踏足的土地，曾有人为了我们英勇挥戈。铭记的意义，是让那些真实的面孔与

故事融入时代的脉搏。

拥有“年轻语态”的画师们，将质朴的情怀灌注于手中的画笔，让那些刻在冰冷纪念碑上

的名字、呢喃在亲友梦中的称呼，变成一个面容。

时间会流逝，记忆永留存。在这一代人感喟的目光中，英烈的眼神清澈依然。

我们给英雄画张像我们给英雄画张像
■本报实习记者 吴晓婧 记者 郭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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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的交接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投递，烈

属收到的仿佛是一封封流转了数十年的信件。

据了解，在多地开展的为烈士画像活动

中，无数的“雷景杰”成为执笔人，通过完成一

幅幅烈士画像，让那些曾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

生辉的名字“落叶归根”。

为烈士画像的工作，于逝者是追念，于生

者是慰藉，而对于当下瞬息万变的网络信息时

代，是一份扎扎实实的凭证。近年来，随着各

类移动端设备的普及和多种以视频为主要传

播内容 APP 的上线，大众得以通过更多渠道更

快更准确地获取信息。与此同时，个人也可以

作为一个“创作单位”成为内容的收集者与传

播者。另一个身份是网络视频内容创作者的

雷景杰，通过上传彩铅还原烈士画像的视频，

让缅怀烈士、致敬英雄的情感，沿着信息的“高

速路”，传递给账号的粉丝群体以及在线观看

的网友。同时，作为这一情感载体的“彩铅绘

画”，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出圈”。

立足当下，作为一种可以把文字、声音、画

面与情感态度融合的创作形式，短视频、动漫、

影视剧等的制作团队，致力于生产内容优质、

制作精良的作品，以视觉与听觉等的多重审美

体验，丰富网友的日常生活，也为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提供了广袤的发展土壤。

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幽默诙谐的

语言风格和画面呈现，介绍了我党我军曾经历

的重大历史事件，创作者以“兔子”这个有点

“萌”的个性化形象，契合年轻人对家国情怀个

性化的解读方式。抗美援朝纪录片《1950 他们

正年轻》推广曲 MV《197653》于今年的烈士纪

念日推出，献唱者肖顺尧把对于 197653 名牺牲

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志愿军战士的缅怀之情写

进歌词，“血肉之躯，他们筑起新的长城。繁华

盛世，因有负重前行的人……”纪录片的画面

配合说唱的演绎方式，让观看者热血沸腾。电

视剧《功勋》以单元剧的形式，讲述了 8 位获得

“共和国勋章”的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平实而

充满诚意的叙事手法，把“不凡”背后的隐忍与

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能量场”，无数的“能

量场”集腋成裘，最终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

力。当心系家国的创作者们撕掉“二次元”标

签，回归“三次元”现实生活，或许同雷景杰一

样，想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在专业领域走得

更远，但他们留下的这一小簇火光，也会照亮

一方征途。

所有的画像都会褪色，但英雄的底色不

改。无数的表达与演绎，让广大受众坚定理想

信念、弘扬爱国情怀，擎起先烈的精神火炬，赓

续伟大红色基因。

盛世之下，你我皆是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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