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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宣传工作
★ 孙 丹

摘 要：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战争期间，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宣传网、

开展对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和组织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抗美援朝运动。其次是

朝鲜战争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时期，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主要围绕“遣返战俘”问题进行斗争、

表彰战斗英雄等方面进行。第三是 20 世纪 60—80 年代，宣传工作主要是以朝鲜战争爆发日、

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和停战协定签订日周年纪念活动等方式开展。第四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

分别在抗美援朝 40 周年、50 周年、60 周年和 70 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极大

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为实现现代家国意识的重构，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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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宣传大致可分为战争期间、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时期、20 世纪 60—80 年代、20 世纪 90 年

代至今四个时期。战争期间的宣传是指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

宣传工作在战争进程中围绕战争动员和后方支援进行。第二个时期是指停战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志愿军

回国，对抗美援朝的宣传从战时状态转向对英雄模范的宣传。第三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

抗美援朝宣传主要在纪念日进行。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为第四个时期，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宣传形式、

载体日益丰富，并在 2020 年达到高潮。此外，抗美援朝题材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

一、朝鲜战争期间国内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

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配合战局发展，国内首先开展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

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广泛宣传。二是志愿军出国作战后，进行对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争取战争胜利的

宣传，掀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高潮。宣传工作的快速全面开展得益于全国宣传网的建立。

（一）全国宣传网的迅速建立为大规模抗美援朝宣传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播技术

手段落后，信息渠道不畅通，全国文盲众多，民众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有限，党和政府立即着手改变这

种状况。1950 年 4 月 2 日，政务院批准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规定在全国每个县政

府、每个部队的政治机关都设置收音员，负责抄收每天广播的新闻、政令和其他新闻要点，加以印发和

张贴。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也分别设置收音员，负责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重要新闻，或将收听到的

重要新闻编成小报、墙报、黑板报等，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的桥梁。中共中央在东北局、华东局

进行了建立宣传网的试点工作，到 1950年底，东北和华东地区已各有 11余万名宣传员。在试点的基础上，

1951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系统地建立对人

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制度，宣传员由党员担任，报告员则由党的各级

负责人担任，还要求在党的力量薄弱的新区组织适当形式的非党宣传网。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谣言引

［作者简介］孙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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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群众的恐慌，影响了社会稳定。广播收音网和宣传员、报告员制度及时发挥作用，传递正确信息，把

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转向经常化和制度化，人民群众把报告员和宣传员称为“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

话人”。

（二）唇亡则齿寒——对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自朝鲜战争爆发至

1950 年 11 月初，宣传工作围绕战争动员和准备进行。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国军舰侵入台湾海峡时，中国

围绕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进行了准战争动员，舆论宣传的重点是“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保卫世界和

平”，并没有入朝参战的信息。7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舆论宣传仍集中在台湾问题和

中朝边防安全上面。

为了开展宣传工作，专门机构迅速建立。7 月 10 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

员会等 11 个团体组成“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反对侵略委员会”），

作为领导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并要求各地成立分会，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领导这一运动。14日，

“反对侵略委员会”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支援朝鲜人民周”的号召，向全国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

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16 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指示》，

对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2 日，“反对侵略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

国民党官兵一起努力反抗美国，解放台湾。此后，全国各地从中心城市到偏僻乡村，通过举行座谈会、集会、

万人以上大游行、文艺表演等方式，广泛进行揭露美国侵略罪行的宣传教育。

9 月 15 日，美军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迅速向北推进，情势危急。28 日，朝鲜劳动党请求苏联或

中国武装援朝。9 月 30 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的报告中，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透露可能

在朝鲜战争中参战的讯息。a10月 1日，斯大林和金日成又提出希望中国出兵。3日，朝鲜再次发出求援信。

美军仁川登陆后，周恩来曾数次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传递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的信息。美国却认为中国受实力所限不可能参战，于 10 月 7 日悍然越过“三八线”。翌日，毛泽东起

草并签发《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原文中“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10 月 19 日晚，首批志愿军秘密入朝。

在志愿军入朝当日，毛泽东曾致电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军政领导人，告知志愿军参

战在几个月内，不要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10 月 27 日，又叮嘱彭德怀暂不发表作战新闻。但此时，

国内对朝鲜战争公开宣传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转为对抗美援朝必

要性的大力宣传。为充实和加强抗美援朝宣传的领导机构，10 月 26 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

和“反对侵略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两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

略委员会”（以下简称“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

事宣传的指示》中提出，要向广大民众宣传“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和侵华是分不开的”，“坚决消

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不能听

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等意见。要求从“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美

国是纸老虎”三个方面揭露美国百年来对中国的侵略和欺侮，通过揭露其国内矛盾丛生，在政治上、道

义上不堪一击等方面来揭示中国必胜、美国必败。b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华月报》《学习》等重要舆论阵地，都以大量篇幅报道朝鲜局势的变

化和国际社会的反映、苏联在联合国与美国的斗争等。“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也以各种形式对抗

美援朝必要性、对世界和平特别是中国和平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宣传，对全体

人民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保卫和平的社会教育和动员，初步实现了对广大民众进行新中国与世界的

a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

b 中宣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年，

第 139 ～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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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现代国家安全的启蒙教育。

（三）抗美援朝运动——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志愿军首战告捷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几个月内

不做公开宣传的要求，转向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宣传，时间是从 1950年 11月至 1952年初。a

1．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

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华通讯社连续发出《关于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内容的指示》和《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道应注意问题的指示》，b 对舆论宣传工作提

出新要求。11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

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自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c5 日，志愿军首战

告捷，实现了稳定朝鲜战局、挫败美军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的计划，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全国人民。

8 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出国参战的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分别于 11
月 6 日和 20 日发表《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伟大意义》的社论，解释说明抗美援朝的使命和意义。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坚决支持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一场由工农兵学商及宗教界等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拉开帷幕。

2．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1950 年 11 月 25 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工作会议，要求尚未成立分会的各大行政区、省、市迅速成立。会议提出，要使这一运动由大城市向中

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普遍发展，在已经展开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的大城市中，要使这一运动转入反对美国

侵略的有系统的思想教育，要使各界人民在这一爱国运动中，切实做好本职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专刊、

广播、艺术、丛刊、展览五个委员会，分别进行各项宣传活动，原来由《人民日报》刊出的《保卫世界

和平》专刊，改名为《抗美援朝》专刊，在京、津、沪等地各大报纸同时出版。11 月下旬，各民主党派、

团体，均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号召根据抗美援朝运动中心任务来确定工作方针。随后，各种宣传活动蓬

勃发展。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打败美帝野心狼》，激昂的歌词和旋律，

鼓舞着前方和后方的人们，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流传最广的歌曲。

3．慰问志愿军运动和赴朝慰问团、志愿军代表团归国宣传运动。1950 年 12 月 4 日、1951 年 1 月

14 日和 4 月 30 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三次号召全国各界发起抗美援朝的捐款捐物运动，所

募集的钱物用于慰劳前线将士和朝鲜灾民。到 1951 年 5 月底，捐款总额达人民币 1186 亿余元（旧币，

与新币比值为 10000 ∶ 1，下同），慰劳中朝人民部队的慰问袋 77.4 万余个，慰问品 126 万余件。d

1951年 1月 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要求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

名义发起组织赴朝慰问团。4 月 5 日至 5 月 29 日，第一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文工团，分成八个慰问

团分赴朝鲜各地慰问志愿军及朝鲜军民。慰问团回国后，全体团员又分别到全国各地广泛宣传志愿军战

功，号召全国人民为赢得胜利全力支援朝鲜前线。3 月 14 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决定将会名

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以下简称“抗美援朝总会”），从 2 月到 9 月，该会组织中国人民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向 24个省的 172个市县和广大农村 3450多万名听众作了广播讲演，并运用广播录音、

报刊、宣传册、开会传达等方式，向全国人民报告朝鲜前线的战况和英雄事迹。e

a 1952～ 1953 年签订停战协定期间，抗美援朝宣传主要围绕战俘问题的国际斗争、谈判期间取得的决定性战役胜利等进行，

在后文中择要论述。

b 中宣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年，

第 152 ～ 153、154 ～ 155 页。

c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

务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5 日，第 1 版。

d 《全国抗美援朝捐款达千一百余亿》，《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4 日，第 1 版。

e 《欢送志愿军归国代表重返前线》，《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2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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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签订爱国公约、签名投票运动和“五一”大游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1950 年 11 月 7 日，北京

市工商业界订立五项爱国公约 a。这种把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的做法，迅速得到全国各

地工商、宗教团体等的热烈响应，发展为遍及全国的签订爱国公约运动。各党派团体纷纷对本系统订立

爱国公约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把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推行到每一个工厂、矿山、

机关、学校等，以至每个职工家属的住宅区中去。b

1951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游行、集会

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慰问志愿军，签订爱国公约等形式，进一步在全国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帝国主

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3 月 14 日，“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

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的通告》，提出“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

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的宣传工作新标准。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及宣传抗美援朝和准备“五一”

纪念的指示》。从 1950 年 11 月到 1951 年 3 月初，317 个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各界人民 1100 余万人，

举行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c1951 年 2 月 26 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

议通过了《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和《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倡议全世界发起签

名和投票运动。“抗美援朝总会”于 4 月 5 日发出通知，响应这一倡议。到 7 月底，全国有 3.44 亿人签

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3.399 亿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d5 月 1 日，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约 2 亿人参

加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提出，5 月份

以后，抗美援朝运动要减少大规模的群众活动，防止开会过多，要及时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

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6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地克服“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抓住爱国公约这个形式，把捐献武器运动和

增加生产结合起来。

到 1951 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共收到捐款人民币 55650 余亿元，约合 3710 架飞机。e 年仅 28 岁的豫

剧演员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辗转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巡回义演，将卖掉首饰、剧社运输卡车的钱，

加上多年积蓄和义演收入共 15.2 亿余元，捐献一架冠名“香玉剧社”号米格 -15 飞机。飞机保存至今。

二、朝鲜战争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时期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朝鲜停战的宣传指示》，

对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指出：“由于停战协定仅属于军事性质，我国人民抗美援朝任务

尚未完成。在停战协定没有彻底实现，政治会议召集并获得结果、志愿军没有回国以前，‘抗美援朝’

的口号仍不改变，但亦不要宣传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而应宣传争取确切实施停战协定和争取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f 这一时期，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主要围绕“遣返战俘”问题的斗争、表彰战斗英雄等方面进行。

（一）围绕战俘等问题进行的斗争。朝鲜战争中，两大阵营总共投入了三百多万兵力参战，双方战俘都

以万计，战俘问题是美方制造的特别问题。自 1952年 1月 2日美方抛出违反国际公约的“自愿遣返”原则后，

朝中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 1952 年 2 月至 6 月，连续发生 10 起屠杀我方被俘人员事件。美军还公然用战

a 即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认清敌友，坚定立场，不听信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散布的谰言，

并严防间谍和匪特的造谣；加紧生产，沟通物资，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量；保证继续稳定物价，不囤积居奇，不投机倒把；不套用资金，

不盲目贷放，不扰乱金融。

b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9 日，第 1 版。

c 《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d 《全国各地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人数统计表》，《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15 日，第 1 版。

e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f 中宣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年，

第 5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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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作细菌试验，利用大批台湾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进战俘营，强迫在我方被俘人员身上烙刺反动口号。

为此，国内对这一谈判过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行了连续报道，仅《光明日报》从 1951 年 11
月至 1954 年 1 月，关于战俘问题的“朝鲜通讯”就有 60 篇。a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社会团体组织

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控诉大会等。《人民日报》发表《必须追究美国对巨济岛惨案的责任》和《反对美

蒋特务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等多篇社论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大量报道苏联、英国、法国、加拿

大等国家对“自愿遣返”原则进行谴责、表示担忧等国际舆论。

（二）表彰战斗英雄、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表彰，对革命英雄主义、国际

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宣传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停战协定签订后，中朝两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从 1950 年 10 月

至 1953 年 8 月，志愿军共涌现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 30 多万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 5900 多个，其

中特等功臣 217 名，一等功臣 154 名，集体特等功的单位 16 个。共有 231190 人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奖章。杨根思、黄继光、伍先华、邱少云、孙占元、

杨连第、杨春增、胡修道等 11 位英雄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被授予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治部授予黄继光、杨根思为特级英雄、

特等功臣；授予邱少云等 196 人为一级英雄、特等功臣，以及授予一级模范、二级模范、特等功臣，一

级英雄、二级英雄、一等功臣 323 人。b

1953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批转抗美援朝总会党组《关于组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意见》，

组成总团以及由民盟、民革、民建、工会、部队、青联、中央文化部、妇联等组成的八个总分团，代表

1994 人，文工团 3100 余人，共 5448 人，于 10 月初先后入朝，至 12 月底陆续回国。通过慰问会、报告会、

座谈会、图片展览、演出、参观、访问、个别接触等各种方式，慰问朝鲜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人民群

众，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据不完全统计，召开慰问会、座谈会和慰问演出共约 7600 余次，

参加的人数有 500 万以上。c1954 年 1 月 8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会

议决定，向全国人民再一次进行关于抗美援朝斗争伟大胜利意义的宣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各

总分团成员用一个月的时间，分赴全国各地，向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传达宣传这次慰问工作。d

三、20 世纪 60—80 年代的抗美援朝宣传

这一时期关于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更多的是以朝鲜战争爆发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停战协定签订日周年纪念活动等方式进行。

（一）围绕纪念馆、烈士陵园祭扫活动进行的宣传。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抗美援朝各有关纪念日，

中朝双方在驻在国大使馆举办隆重的纪念会，在中国的沈阳、丹东等地志愿军烈士陵园、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朝鲜的平壤、桧仓等地志愿军纪念馆和烈士陵园举行纪念、祭奠、祭扫活动。中朝双方党政军及各界人士

交流互访时，中朝两国志愿军纪念馆和烈士陵园也是必访祭奠之地。这些活动，均见诸主流媒体报道和宣传。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1 年，安葬着特级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

元、杨连第及各级英雄模范 123 名。1962 年 10 月 25 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又落成抗美援朝烈士纪念

碑。碑身正面刊刻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题书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金字，背

a 常彬、王雅坤：《朝鲜战争文学 1950 年代〈光明日报〉文献考辨》，《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 年第 6 期。

b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模范和特等功臣名单》，《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c 贺龙：《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10 日，第 1 版。

d 《关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一月八日

通过》，《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9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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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刻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七律题诗。陵园内建有介绍英雄事迹的纪念馆，由序

厅、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全景画、英烈丰碑、永恒的怀念、尾厅 6 个部分组成。经国务院批准，

于 1986 年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1997 年 6 月被列入首批全国百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53
年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朝鲜停战的宣传指示》中，即提出要“筹设抗美援朝纪念馆”。据现有资

料可知，该纪念馆在“大跃进”期间建成 a，于 1960 年 10 月开放 b。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1990 年 10 月 24 日，纪念馆移址扩建，由纪念塔、陈列馆、全景画馆三部分组成。1993 年 7 月 25 日举

行的新馆开馆典礼，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最高规格的纪念活动。纪念塔上镌刻的“抗美援朝纪念塔”

由邓小平题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副

主席刘华清等分别为纪念馆题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出席典礼并讲话。此外，丹

东市还建有 4 座始建于 1951 年、1952 年的大型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共安葬 4400 多名志愿军烈士。

（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0 周年纪念宣传活动。抗美援朝 10 周年的纪念活动，始于之前一年新中

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在此前后，多部由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影像资料为底本制作的纪录片《抗美援朝》

《新闻特辑》《英雄赞》《钢铁运输线》《反对美帝细菌战》等在全国上映，同时上映的还有故事片《长

空比翼》《烽火列车》《三八线上》等，都从不同角度再现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

1960 年发生的国际事件也使抗美援朝纪念活动更具有现实意义。1960 年 1 月 19 日，日本和美国在

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60 年 6 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

尔到访远东时，公然“访问”台湾。中国旋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比肩抗美援朝运动的群众运动。6 月 21
日至 27 日，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纷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

美帝侵略、坚决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宣传周”活动。各地举办有关反美斗争和抗美援朝的电影周、

艺术演出周和电台广播周。中央和省市报纸纷纷出版反美斗争的特刊，北京放映了《上甘岭》《亚洲风暴》

等 30 多部反美斗争题材影片，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举办反美斗争题材的美术展览。通过座谈会、

报告会、展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和抗美援朝题材文艺作品，强烈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

政策，重温了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和取得的伟大胜利，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城乡，一直持续到 1960 年底。

四、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抗美援朝宣传

（一）1990 年——抗美援朝 40 周年。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朝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1989 年金

日成访华，1990 年江泽民访朝，双方开展了一系列抗美援朝 40 周年纪念活动。一批回忆录以及研究抗

美援朝历史的著作出版。c《人民日报》在 10 月 25 日发表题为《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四十周年》的社论和《英雄话当年、激励后来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５位高级将领

谈抗美援朝战争》的记者访谈，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杨得志、洪学智、杨成武、王平、秦基伟回忆了志愿

军将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新华社举办抗美援朝报道 40 周

年座谈会，纪念 40 年前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前线报道工作。

（二）2000 年——抗美援朝 50 周年。中朝双方分别举行了热烈、隆重、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中

国各地的图书宣传、展览、电影展映、歌曲播放等系列纪念活动从 9 月份持续到年底。10 月 13 日，人

a 《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 75 页。

b 《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23 日刊登《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十周年，全国各地积极准备各种纪念活动》

的新华社电讯，提到“安东市正在筹备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将在‘十·二五’前夕开放”。

c 主要有《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解放军画报社编辑：《彭德怀元帅》，北京：长城出版社，1987 年；

杨得志：《为了和平》，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柴成文：《板

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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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网推出大型专题“纪念抗美援朝 50 周年”，分为“历史再现”和“永远的怀念”两大部分，收录了

1950 年至 1958 年关于抗美援朝的重要历史文献、新闻报道及历次纪念抗美援朝的活动报道和回忆文章、

珍贵历史图文 900 多篇（幅）。10 月 20 日，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50 周年展览》，展出 320 多幅历史照片和 900 余件珍贵文

物及 24 幅图表、9 幅油画、2 座大型雕塑和 6 个景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出席开幕式。文化部推荐《志愿军战歌》《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英雄的

汽车司机员》《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 8 首优秀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宣传播放。

10 月 24 日，迟浩田率领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凭吊烈士，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敬献花圈。当晚，代表团出席朝鲜政府举

行的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50 周年盛大宴会和纪念活动。10 月 25 日，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

“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50 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大会并讲话，总结了抗美援朝精神。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在京的军队和地方参加过抗

美援朝的老同志代表，已故的原志愿军领导同志的夫人，志愿军英雄模范代表，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等 6000 多人出席纪念大会。

（三）2010 年——抗美援朝 60 周年。2010 年 10 月 25 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在京志愿军英模代表，在京军队和地方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

战士代表，在京已故原志愿军领导同志夫人和志愿军英模烈属代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代表等 300 多人参加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是要以发展的思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

从中获得现实和长远的教益。……要把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形势下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力量，万众一心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而不懈奋斗。”

（四）2020 年——抗美援朝 70 周年。抗美援朝这一历史过去愈久远，中华民族愈接近伟大复兴的

历史时刻，愈彰显其“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深远战略意义。2020 年，

中国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掀起 70 年来抗美援朝宣传的新高潮，不仅激起全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抗美援朝宣传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化的新特征。

2020 年 7 月 2 日，各大媒体播发新华社电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a拉开了隆重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的大幕。在此前后，

传统媒体、新媒体均以各种方式进行抗美援朝宣传，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同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

剧司召开会议，部署调度包括抗美援朝题材的电视剧播出工作。除了在多个电视频道重播已有的相关题

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铁道卫士》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获批拍摄。9 月 29 日，自 2014 年

以来第七批、117 位志愿军烈士遗骸由空军专机接运回国。在沈阳仙桃机场，祖国用最高的礼遇、庄严

的仪式迎接英雄回家。

进入 10 月，20 集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6 集专题片《为了和平》和《英雄儿女》在

央视黄金时段陆续播出，持续引发收视热潮。10 月 23 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a 纪念章颁发给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道、

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 月志

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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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

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

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召

开前，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和朝鲜平壤中朝友谊塔、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等四地，隆重举行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名义敬献花篮仪式。a

同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展览”，展出照片 540 张、展品及文物 1900 余件，其中一级文物及珍贵展品 81 件，

首次展出的文物 824 件，艺术品 15 件、图表制字 84 幅，全景式回顾展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程。

这一年，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回忆抗美援朝战争，铭记抗美援朝英雄。大量普通的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被挖掘出来，大量的志愿军家书、物品被发现，被阅读，被纪念。网络媒体的大发展，助力抗美援朝精

神的传播。主流媒体发挥了巨大导向作用。求是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微信公众号“国防部

发布”《正义之战必胜》、人民日报海外版《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宝贵财富》、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

和“新华社”的《“向祖国报到！”这个军礼，泪目！》、《单曲循环！这群老英雄用歌声向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致敬！》等刊文，在网络上广为传播，阅读量巨大，感动、震撼亿万国人。“新华社”“央视

新闻”等官媒在微信公众号、“环球网”在微博账号持续推送纪念文章。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晚，微博上“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话题，阅读量达 2.1 亿次；微博账号“人民日报”

发起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什么能打赢”话题，阅读量高达 3 亿次。b

结 语

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是党领导的与武装斗争同等重要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新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支撑起这场事

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全体人民在这场正义的、取得伟大胜利的战争中，把现代国家观念、

中华民族观念与古老中国连接在一起，把“站起来”的宣言与新中国不再是西方列强欺侮和掠夺的对象

之间的逻辑联系起来。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宣传中，充分运用群众运动方式，进行集中的宣传和动员，

显示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增强群众与集体和国家的联系，把爱国主义教育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新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社会转型相结合，把亿万民众凝聚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和中华民族的共

同体中，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

在党领导的持续进行的、特别是第四阶段的抗美援朝宣传中，通过 70 年来各种文艺作品和研究成

果的深入挖掘，不断赋予抗美援朝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家国意识是中华文明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基因，

家与国之命运同频共振是世代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更需要懂

得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敢于战斗才能拥有和平，祖国强大才能保卫和平。在追寻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实现现代家国意识的重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正是继续弘扬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李光迪］

a 10 月 21 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前往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同日，朝方以

金正恩名义向平壤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并于 10 月 22 日分别向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敬献花篮。朝

鲜党政军相关机构也向平壤、桧仓两处纪念设施敬献了花篮。见《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b 《伟大胜利 巨大贡献——网友热议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人民网 2020 年 10 月 23 日 .http://
media.people.com.cn/n1/2020/1023/c40606-319027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