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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国 庆 假 期 ，一 家 电 影 院

内。电影《长津湖》开场前，每位观众

都获得一份特殊的“纪念品”——一个

用锡纸包裹保温的熟土豆。当电影放

映到志愿军战士吃冻土豆的场景时，

银幕内外一“冷”一“暖”的对比，令许

多观众“破防”。

“看《长津湖》，电影院发土豆”的话

题，迅速冲上网络热搜榜。网友们既为

这一直戳人心的创意点赞，也身体力行

地用“吃冻土豆”的方式向“最可爱的

人”致敬。官方限量款纪念品“伍万里

的家书”，更是一度一“信”难求。爱国

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在不知不觉间得

以传播。

军事文化具有严肃性，而设计巧妙、

独具匠心的军事文创产品，拉近了军事

文化与群众的距离，架起了对话的“桥

梁”，为国防教育打开了“另一扇窗”。

当“新 窗 口 ”越 开 越 大 ，军 事 文 创

形态随之升级。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

大道一家军事主题咖啡馆内，摆着各

种样式的军舰、战机等模型，吸引不少

市民周末前往“打卡”。四川省成都市

立巢航空博物馆，既向游客售卖航空

衍生产品，也提供模拟飞行、航空科普

等服务。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退役军人

创办的军事主题书店，每日推出优质

图书、不定期举办军事沙龙，许多普通

读者和军迷在这里找到精神家园……

军事文创功能日益多元，为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年龄段人群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选择，使国防教育形态更加丰富。

“英雄儿女最无畏，保家卫国捍中

华”“霜角铁鼓征衣重，远影长巡守安

宁”……2021 年 8 月下旬，在福建漳州

某役前教育训练场上，“准新兵”们高声

念出书签上印刷的原创诗句，语气中充

满对军营的向往。

自 2019 年以来，漳州军分区已连

续 4 年 推 出 军 事 文 创 书 签 ，一 部 分 向

社会公众发放，另一部分在役前训练

时 赠 送 给 预 征 青 年 。 该 军 分 区 领 导

介绍：“小小书签记录了热血、感人的

军旅故事，展示了各军兵种部队的铁

血风采，在适龄青年心中播下爱国崇

军的种子。”

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博物馆走进千

家万户，不断“解锁”新应用场景的军事

文创，汇聚起强国兴军的正能量。

军事文创为国防教育赋能
■本报记者 张培瑶

架起与军事文化对话的“桥梁”

“古田会议是课本上有的，这个我肯

定知道。”

“航母山东舰服役是 2019 年吧，我

记得是个冬天，当时还是和同学一起看

的新闻呢。”

“大阅兵一般多长时间举行一次？”

这 些 讨 论 交 流 不 是 发 生 在 课 堂

上 ，而 是 在 一 场 颇 具 趣 味 性 的 军 史 桌

游 中 。 元 旦 假 期 ，家 住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某 街 道 的 学 生 围 坐 在 一 起 ，玩 起 桌 面

游戏《金色军号》。

这款以解放军军史为题材的桌游，

参与者们需要回答卡牌上历史事件发生

的年份，再将卡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近年来，讲述战斗故事、普及革命历

史的红色桌游逐渐流行，受众覆盖各个

年龄段。

早在 201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0 周年，中国网络电视台就设计过一

款桌游《党史伴我行》，反响良好。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党史

学习教育的带动下，红色桌游成为学习

党史军史的创新方式。

前不久，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街道

社区离退休干部之家举办了一场红色主

题桌游竞赛，参加比赛的离退休老同志

热情高涨，热烈地讨论起党史上的重大

事件。

青少年对寓教于乐的红色桌游接受

度也不断提高。2021 年暑假期间，新疆

哈密伊州区东河街道迎宾社区举办了一

场红色文创桌游比赛，吸引辖区不少中

学生参加。

“红色文创桌游比赛深受学生喜爱，

学 生 通 过 桌 游 能 学 到 政 治 、历 史 等 知

识。”迎宾社区党委书记吴俐颖说。社

区已举办了两期桌游比赛，今后还会继

续举办，让更多学生在娱乐中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

除社区外，在各类企事业单位、非

公 有 制 经 济 体 的 党 建 活 动 中 ，也 能 看

到 红 色 桌 游 的 身 影 。 在 厦 门 软 件 园 ，

党 员 职 工 中 流 行 起 桌 游《党 史 时 间

线》，还 开 展 党 史 桌 游 竞 赛 ，掀 起 学 党

史的热潮。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一定要创新。”

该桌游发起人、厦门软件园联合党委书

记王莹说。正在流行的桌游、剧本杀等

形式与红色文化的融合，无疑是一条值

得尝试的创新之路。

在各地的文化创意项目中，契合当

地历史文化的红色桌游、中小学生自发

设计推广的红色桌游也不鲜见。2021

年，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学三年

级 3 名少先队员用电脑纸盒制作出“红

色征途”桌游盒。在制作桌游的过程中，

他们查找各类党史军史资料，学习了解

到不少党史军史知识。

“红色桌游是一款好玩的游戏，也是

一套配合党建知识学习的教具。”一位红

色桌游研发人员说，红色桌游的出现，为

国防教育、党建工作、党史学习教育等提

供了一种新方式。问答类的游戏有助于

理论学习，合作类的游戏则有利于提高

团队凝聚力，发挥桌游互动性、趣味性、

集体性等特点，教育活动可以开展得更

有趣、更“走心”。

第 83 集团军某旅排长谢涛坦言，有

战友向他推荐了红色桌游，他计划有时

间尝试一下。“我觉得这种方式能让学习

党史军史的过程更有趣。”谢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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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广角

元旦前夕，中科院以直播形式举办

2022 跨年科学演讲。从宇宙大爆炸到

音乐，从恐龙到太空实验，中科院院士

和研究员在直播间进行的深入浅出讲

解，引来 200 余万网友观看。“如果我也

有这样的物理老师”等话题登上直播平

台热搜榜，这场“硬核知识跨年”在网络

上掀起一波学习热潮。

这场直播的火爆，彰显出表达形象

化、场景多元化、获取便捷化带来的传

播 力 量 。 与 这 场 科 普 活 动 类 似 ，近 年

来，军地各级纷纷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

教育的多形式融合传播，推出公众喜闻

乐见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大家在潜移默

化中了解国防和军事知识。

前不久，红色之路探险体验纪录片

《勇敢者的征程》在网络平台推出，嘉宾

重走工农红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曾走过

的艰险行军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惊

心动魄的历史场景。纪录片一开播就

引起热议，收获广泛关注和好评。

近年来，军事类媒体纷纷入驻短视

频平台，为国防教育开辟新阵地；军营

开放日、全国兵棋推演大赛等国防教育

活动备受瞩目；军事文创、红色主题体

验线路等国防教育新形式频现“网红爆

款”；“红色 VR”“红色桌游”“红色剧本

杀”等越来越受到年轻人青睐……国防

教育的形态不断丰富、方式不断创新。

在创新国防教育形式的过程中，如

何既牢牢坚持正确导向，又让年轻人真

正融入其中？这就需要既有“正”的价

值内核，又有“新”的形式载体，将战史

战例、英雄事迹等巧妙地融入沉浸式体

验，以创意和诚意，赢得年轻人的喜爱，

为国防教育赋予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如何

让国防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是需要

持续探索的课题。让国防教育出新更

走心，对培养全民国防意识、提升全民

国防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让国防教育出新更走心
■邬 丹

E-mail:pandimai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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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军事文创种类越来越多，

设计不断出新，产业链逐步完善。但不

少军事文创产品研发者坦言，一些军事

文创虽然成为受追捧的“网红”产品，但

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与其他品

类文创产品同质化、受众热度难持久等

问题。

在一位网络军事专栏作者看来，大

多数军事文创尚缺乏让受众主动探寻

文创背后故事的吸引力，国防教育效果

有限。

“网红”如何变“长红”？

“军事文创需要挖掘军事文化的精

髓，做出打动受众的文创产品。”一位文

化传播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文化价值

与精神价值是军事文创产品的核心价

值，不能单纯将其作为消费品，应将军

事文化包含的情感与故事融入军事文

创，让军事文创承载表达革命精神的使

命，成为军事文化的诉说者与传递者，

贴近受众的心灵。

“军事文化 IP 资源被广泛开发，才

能拓展文化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受众群

体。”某军事文创商店店长黄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将获得 IP 方授权的军事文

化元素向多家文创开发单位发布，创作

出创意礼品、玩具模型、服装配饰、办公

用品、家居用品等多类文创产品，满足

受众多元需求，同时，文创产品又拓展

文化 IP 的知名度，形成相互促进的正

循环。

“从以往的一些负面案例看，军事

文创不能违背历史真实，要确立正确的

历史观与价值观，还原真实的历史故

事，真正发挥军事文创的爱国主义教育

与国防教育功能。”有专家认为，要做到

这一点，除了行业内部人员的自觉自

律，还需要有关部门积极引导，把好版

权关和文化关，设计出既有“军味”又贴

近大众的产品。

目前 ，我国尚无专门针对军事文

创的规范性文件。2021 年 8 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明确：“要

把握正确导向”“坚持保护为先，合理

利用文化文物资源，避免过度商业化、

娱乐化。革命历史类文化创意产品要

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

部分展馆也对军事文创产品开发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文创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对

市场反响不好、性价比不高、有瑕疵的

产品执行下架或退出机制，确保军事文

创产品迭代更新、不断优化。

以文化内核为根本，让“网红”成为

“长红”。期待发展中的军事文创越来

越多地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推动

全民国防教育的积极力量。

图①：在吉林省长春市莲花岛影视

文化园抗战主题景区，游客参与红色主

题演艺，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

图②：山东舰系列文创产品。

图③：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

学三年级 3 名少先队员展示设计的红

色桌游作品。

图④：北京一家军事主题书店举办

的红色沙龙现场。

图⑤：游客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

航母公园国防教育基地参与军事体验

活动。

图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生设计

的反映红军长征场景的立体木雕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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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扈 硕

寻找“网红”变“长红”的路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新

时代的军事文创，需要契合年轻受众

的需求，用创新表达展现时代风貌。

前不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

“为军事博物馆设计文创产品”为主题的

课程《文创产品设计》迎来结课汇报。桌

游文创作品《绝密使命》，将背景选在

1938 年的上海，参与者在斗智斗勇中穿

越历史时空；文创加湿器作品，将“东风

一号”导弹造型与加湿器功能结合，兼具

审美与实用性；“红色家书”作品将夏明

翰、吉鸿昌、钱三强等历史名人的家信

“藏”在笔记本中，使用者通过“拆盲盒”

的方式发现它们，激发阅读兴趣……

“好看、有趣、接地气。”有网友表

示，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堆砌军事文化符

号，而是精心寻找军事文化与现代表达

方式的契合点，让严肃的军事文化“活”

起来。“设计中，同学们做足馆藏展品功

课，调研受众需求，力求作品兼顾实用

性和科普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文创工作人员介绍，大学生深入了解

党史军史、军队建设成就的过程，就是

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过程。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曾就“走进纪

念馆想获得什么样的纪念品”对游客进

行问卷调查，“有趣”“感人”成为高频

词。“有价值的创意不是简单重复再现，

而是依托传统文化要素，以现代意识创

造出时代新作。”有学者曾围绕军事文创

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畅通军事文创的

前行之路，需要创作者对我国军事文化

进行深层次研究，让军事文化资源最大

限度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对军

事文化资源进行创意提升和价值再造，

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展现，是新

时代军事文创的“正确打开方式”。

军 事 文 化 涵 盖 军 营 生 活 、军 旅 故

事、武器装备等多个方面，其中，以武器

装备为主题进行创作具有较高的专业

性。曾有学者提出担忧：武器装备类文

创产品，通常以等比例复制的拼装模型

为主，相对专业的表达使受众局限于军

迷群体，难以收到更广泛的传播效果。

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军事文创的国

防教育价值？我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

山东舰的文创产品开发为军事文创研

发者提供了启示。2020 年初，山东舰发

布舰徽、舰标两大主标识及拼装模型、

银质吊牌等系列军事文创产品。创作

者将“山东舰”这一元素运用到多元化

产品中，并对应用场景进行分类分层，

使军事文化突破圈层走近大众。

找到军事文创“正确打开方式”

“英雄的 215号坦克、歼-20战斗机、中国海军 055型导弹驱逐

舰……每种模型都很精美，拼装模型既锻炼动手能力，又能培养爱

国主义情怀。”1月 15日，来自辽宁沈阳的陈先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参观时，被文创商店的武器装备立体纸质模型所吸引。

他一次性“集齐”7套不同版本的模型，准备作为春节礼物，送给亲

戚家的孩子们。

放眼全国各地，在许多党史军史纪念馆、红色旅游景区、军事主

题公园等，文创商店纷纷“落户”。近年来，从文化衫、徽章、日历，到拼

装模型、游戏道具、“电影周边”……搭乘文创产业“快车”，军事文化创

意衍生产品不断涌现，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喜爱。

人民军队走过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留下丰厚的军事文化资

源。近年来，紧扣时代脉搏的军事文创产品，以艺术化、具象化手

段弘扬崇军尚武精神，既为军事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提供了新

载体，也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国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