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昌平区，大汤山下，中国航空博

物馆，平西府中心小学 2024 年少先队入

队仪式在这里举行。

佩戴上鲜艳红领巾的新队员们在

“少年先锋号”战斗机前合影留念。这架

米格—15 比斯战斗机是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江苏省泰县（现泰州市姜堰区）姜堰

小学举全校师生之力捐献而来的。

从缺少飞机到自主研制，从遥不可

及到成为普通交通工具，在航空博物馆，

抬头仰望一架架静静伫立的飞机：它们

虽已不再翱翔，却画出了一条条劲舞苍

穹的耀眼航线；虽已不再轰鸣，却讲述着

我国航空工业由弱到强的瞩目成就。

从无到有，全国人民
一条心

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育鸿学校学生梁

曦月每年都会来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

故事听得多了，梁曦月当起了小小讲解

员，把“少年先锋号”战斗机的历史讲给

一起参观的同学。

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张白纸”上开

基立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人民空军

成立才不到一年，作战飞机不足 200 架。

远赴朝鲜战场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 飞 机 修 理 量 、消 耗 性 器 材 需 求 量 激

增。1951 年 4 月 17 日，新中国航空工业

在烽火硝烟中诞生，《关于航空工业建设

的决定》颁布，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正式

成立。

几个月后，有关部门提出航空工业

发展方案，中央决定拿出价值 60 亿斤小

米的资金开展航空工业建设。

“价值 60 亿斤小米”——巨款的背

后，显示出新中国对航空的渴望和追求。

在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热潮下，

28 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干了一件轰动

全国的大事——向正在朝鲜作战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架“香

玉剧社号”米格—15 战斗机，作为历史

的见证，如今存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

但当时的常香玉只是西安城里“香

玉剧社”的社长，手里并没有多少钱。她

卖掉了家中的卡车和房产，率领“香玉剧

社”从西安出发，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

义演。历时半年，共演出 178 场，观众 30
多万人。很快，飞机购得了，被命名为

“香玉剧社号”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为最可爱的人购买飞机

大炮”的捐款热潮席卷了每一个社会层

面、每一个社会角落。

天津仁立实业公司捐赠 18 架飞机，

命名为“仁立号”；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

职工们义务加班、捡废铁多造钢铁，捐献

了“石景山钢铁号”……截至 1952 年 5 月

31 日，全国捐款总额达 55650.6 亿元旧

币，可购买战斗机 3710 架。

一年两个月后，常香玉随慰问团到

战场慰问演出。此时，祖国各行各业捐

赠的战机正在他们的头顶飞翔。

2021 年，空军公布一张老照片：年

轻的常香玉手捧一架米格—15 战斗机

模型。这个模型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一级

战斗英雄王海，用击落的美军战机残骸

制成，赠予常香玉的。

如今，王海曾驾驶的“战鹰”——编

号 2249 的 米 格 —15 战 斗 机 ，就 陈 列 在

“香玉剧社号”旁。

两架并肩陈列的战机，全国人民一

条心的印证。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后 ，中 国 空 军 已 经 拥 有 各 类 机 型 总 计

3000 余架。

从“0”到“20”，三代
人长空接力奋飞

在博物馆众多珍贵战机中，有赵宝

桐、王海、张积慧、刘玉堤和李汉等多位

英雄所驾驶过的米格—15 型飞机。

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观，对机

身上的五角星很是好奇。园长安秀娟告

诉他们：“五角星数量代表这架飞机曾经

击伤击落的敌机数量，驾驶这架战机的

飞行员名叫刘玉堤，创造过一次空战击

落 4 架敌机的纪录……”

刘玉堤的儿子刘飞保说，老人临终

前，挣扎着抬起枯瘦的手，强忍身体的剧

痛，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写下“大大发

展轰炸机”。

刘玉堤的家人中有 8 位投身空军，

从事与飞行有关的工作，外孙陈浏是最

年轻的一位。2019 年 10 月 1 日，歼—20
受阅编队首次飞过天安门上空。陈浏，

就是 5 名歼—20 飞行员中的一员。

米格—15、歼—7、歼—10、歼—15、

歼—20……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以来，

完成了从飞机维修到引进生产，到自主

设计，再到自主创新的连续跨越。

这其中，歼—10 型飞机是我国自行

设计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先进飞机。它

的研制成功标志我国进入了世界上能研

制三代战斗机的少数强国行列。

博 物 馆 里 这 架 机 身 有 些 斑 驳 的

1001 号歼—10 战机，是 1998 年 3 月 23 日

首飞时使用的原型机。

“航医说，让我上飞机之前量个脉

搏。她一量，一分钟 150 多次，平时咱一

分钟 60 多次的脉搏。”试飞员雷强回忆

驾驶歼—10 战机首次试飞的场景，“这

架飞机还从来没有离过陆地，很有可能

上去就回不来。”

国外新型飞机研制，新品采用率通

常不会超过 30%。歼—10 作为我国第一

款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使用的高新

技术超过了 60％。新品采用率越高，技

术跨度越大，风险就越大。

滑行、加速、起飞……激动人心的

20 分钟过后，雷强驾驶着歼—10 战机稳

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下飞机时，所有人冲

他欢呼鼓掌，雷强却扭过头哭了。

他把首飞纪实的录像带拿回家播

放 ，父 亲 雷 雨 田 是 新 中 国 第 一 代 飞 行

员。“看了一遍后，老爷子说，你们都睡

吧，我再看一会儿。到半夜，一看怎么还

有灯光，我发现父亲坐在小板凳上还在

看，流着眼泪。”雷强说。

漫步航空博物馆，从国产第一批第

一架亚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到我国自行设

计、制造的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从强击

机、轰炸机到运输机、直升机，从我国第

一架预警机到第一架电子干扰机……如

今，国产各种型号的飞机已琳琅满目。

从“飞两遍”到“飞入
寻常百姓家”，飞机成为
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

2019 年国庆阅兵，168 架战机飞过

天安门广场后，“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

了”这句话迅速刷屏网络，中国人的自豪

与骄傲溢于言表。

1949 年 9 月，刚刚成立的南苑飞行

中 队 ，接 到 了 一 项 历 史 性 的 光 荣 任 务

——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考虑到当时飞机只有 17 架，周恩

来总理提出，领队的 9 架飞机飞行速度

快，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即折返，再飞

一遍。”博物馆讲解员万辰走到一架 P—

51 型战斗机前介绍，“这就是开国大典

上飞了两遍的飞机。”

开国大典那天，飞机从天上呼啸而

过，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同学们则用

一辆推车，载着亲手做的纸飞机灯，通过

检阅台。

“纸飞机灯游行时，有人对着我们高

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

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热泪盈眶。”作

为表演方阵一员的程不时，如今已白发

苍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收藏于航空博物馆的歼教—1 教练

机，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

机和第一种喷气式飞机，程不时任总体

设计组组长。还有新中国出口最多的初

级教练机初教—6、自行研制的超音速飞

机强—5……博物馆里不少飞机，都印刻

着程不时奋斗的身影。

2017 年 5 月 5 日，我国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腾空而起，作为专家顾问团成

员 ，程 不 时 拄 着 拐 杖 全 程 观 看 。

“我感到这就是历史，一个前进

的历史，走向辉煌的历史！”老

人饱含热泪。

博物馆室外展区中，

一 架 民 用 客 机 上 红 色

的“北京”二字，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

这架“北京”号客

机，开辟了天津—汉口—

广州航线，见证了国内民用

航空线的正式启用。

1950 年 8 月 1 日，“北京”号载着

20 余 名 乘 客 从 广 州 起 飞 ，依 次 越 过 珠

江、长江、淮河和黄河四大流域，从山峦

起伏的华南飞向华北无边的大平原。

70 多年后，2023 年 5 月 28 日，一架

同样从南方飞往北方的飞机载着 130 余

名乘客稳稳降落。“坐在 C919 国产大飞

机上，我感到无比自豪。”在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参加商业首航的乘

客兴奋地讲述着乘机体验。

如今，新中国民航业已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2023 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

成旅客吞吐量达 125976.6 万人次，空运

网 络 不 仅 遍 布 全 国 ，也 早 已 布 满 世 界

各地。

博物馆中心广场上，一组铜铸雕塑

矗立在长 180 米、宽 24 米的大道上。大

道以“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雕塑为开

端，他向着天空，昂首挺立。

“ 冯 如 是 中 国 设 计 制 造 飞 机 并 成

功飞行的第一人。1911 年，他带着自己

制造的两架飞机从美国回到祖国，发展

祖国的航空事业。”博物馆副馆长刘建

同说，“一代代航空人以飞翔的精神为

中华民族扬起了奋飞的翅膀。如今，飞

机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老百姓日

常 出 行 的 交 通 工 具 。 当 历 史 照 进 现

实 ，希 望 每 个 观 众 都 能 感 受 到 这 股 向

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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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茶座人文茶座R

在 陕 西 西 安 古 城 墙 下 ，一 曲 曲

方 言 演 绎 的 流 行 歌 曲 ，悠 扬 婉 转 ，

现场观众里三层外三层，线上直播

的观众也数以万计；在福建泉州蟳

埔 小 渔 村 ，为 穿 戴“ 簪 花 围 ”的 装

束 ，天 南 海 北 的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渔

村 如 同“ 流 动 的 花 园 ”…… 经 与 流

行 文 化 、时 尚 审 美 的 有 机 结 合 ，包

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旅

行 时 捎 带 品 尝 的 一 口 、购 买 的 一

物 、听 到 的 一 曲 ，而 成 了 旅 游 的 主

要内容之一。

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

发展。近年来，传统文化与日常体

验 、寻 常 生 活 紧 密 融 合 后 持 续“ 圈

粉”，成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典型

代表，助推多地文旅迸发旺盛活力。

年 轻 人 说 ，为 传 统 文 化 奔 赴 而

来 ，让 他 们 拥 有“ 熟 悉 而 陌 生 的 感

受”。“熟悉”的是感受城市里热腾腾、

抚人心的烟火气，“陌生”的是发现和

领略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民风、历

史人文。如此的旅程，不“烧钱”、不

空虚，知识更新，眼界开阔，心胸舒

展，别有风趣。

既 然 人 们 乐 于 沉 浸 在 拥 有 松

弛 状 态 、丰 富 体 验 的 旅 行 中 ，那 么

各地何妨供其所需，把历史文化与

现 代 文 明 、当 下 生 活 紧 密 融 合 ，通

过营造小而美的生活化场景，推出

物美价廉的产品，与年轻人向往的

生活同频共振。这样，大家会想着

试一试，也有经济能力去一去。虽

然可能看一场表演、吃一碗小吃本

身并非旅游项目，但无疑是旅行者

迈开脚步的初始行为动机，是差异

化 旅 游 体 验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比

如一碗甘肃天水的麻辣烫，吸引五

湖四海的食客闻香而来，拉动了旅

游人次增长。

在贵州榕江“村 BA”现场感受多

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在四川成都着一

袭汉服感受中式浪漫……试想，如果

只是将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风

机械地搬出来进行展示，会有多大的

关注？其关键还是在于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以“赛事+”“演出+”

“非遗+”“影视+”的思路，让传统服

饰、方言、民俗、非遗技艺等与当代生

活、时代审美充分交融，实现文化传

承与产业发展的共赢。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旅游发展的

重要资源，“和合”“友善”“以人为本”

等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同样为旅游

赋能。城，所以盛民也。让市民安

居，给游人关怀，城市的人文气质本

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网友打

趣地说，在一个出行便捷、市场有序、

服务有效、处处温暖的城市，即便哪

儿也不去，沉浸感受如此的城市气息

和品格，也是值得“到此一游”的原

动力。

当下，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

渴望在书本了解之外，打卡文物古

迹，领略风土人情，各地不妨做好传

统文化的梳理、沉淀、创新、转化，让

千 百 年 传 承 下 来 的 宝 贝 闪 烁 时 代

光彩。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郑海鸥

■■传承传承R

图①：歼—10 战机。 中国航空博物馆供图

图②：C919 国产大飞机。 徐炳南摄

图③：中国航空博物馆室外展区。 万 辰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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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炭、起火、熔铁、扬水、打花……

夜晚，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一

场流光溢彩的“打铁花”民俗文化表演

正在上演（见上图，受访者供图）。随

着 1600 摄氏度的铁水在夜空中幻化

成漫天的“星光”，绚烂、璀璨，瞬间惊

艳全场，现场观众由衷发出阵阵惊

叹。而这一巧夺天工的“重金属艺术”

正是开封打铁花第二十二代传承人刘

小松及其团队的作品。

打铁花，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是古代匠师们

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民俗

文化表演技艺，多流传于黄河中下

游，以河南、山西最为流行，至今已有

千余年历史。

“在儿时的记忆里，每年过年或

者元宵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烧铁水

打铁花。”45 岁的刘小松说。然而由

于打铁花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存在一

定的危险，这项技艺曾在村里中断了

十几年。

看长辈打铁花，让年少时的刘小

松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学好这

门手艺。 2008 年，打铁花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刘小松决定让这颗种子生根发

芽，他追寻打铁花绝技，拜师、走访、

与同行探讨……机缘巧合，他认识了

师父夏双套——开封打铁花第二十

一代传承人。“师父常常告诉我，打铁

花是勇敢者的游戏。”刘小松说。的

确如此，这项绝技对表演者的身体条

件和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表演者

必须手持“花棒”用力击打，使高温铁

水直击长空。只有打得越高、越散，

铁水才能在空中如天女散花，变成微

小的铁屑在空中燃烧、冷却、降落，从

而避免人员烫伤。如果力度不够，或

者打击的位置不准确，铁水就不能在

空中完全散开，或者飞跃的高度有

限，不仅打出的铁花不够美观，还特

别容易烫伤表演者。

如今，刘小松也带起了徒弟，而

且比师父带得更多。刘小松是开封

龙亭区水稻乡刘庄村人，如今村里

200 多 个 小 伙 都 加 入 了 他 的 团 队 。

他从中挑选出好苗子，手把手地教。

“一开始先用清水学，很安全。学习

这项绝活不仅要眼疾手快，而且要能

吃苦。到了我们这一代，绝不能把老

祖宗的东西弄丢了。”刘小松说。目

前，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刘小松

的徒弟庞飞、张宝已经挑起了大梁，

每天晚上都会给游客奉上一场视觉

盛宴。

对于打铁花的表演，刘小松还带

领团队苦心钻研创新，把原先村里简

易的风火轮表演不断改良，和打铁花

一起搬上各大景区演出现场，成为夜

空中的一抹亮色。“风火轮也是打铁

花的一种，它是通过轮子的转动，让

放在一起的锯末、碎木炭、小铁片摩

擦生热起火。原先是手摇的，需要几

个人轮流摇，10 分钟后才有火花，但

现在我们改成电机的，配合传统的打

铁花，在景区表演更为惊艳。”刘小松

说。下一步，刘小松还准备研究“七

彩铁花”，“通过在铁水里添加不同剂

量的黄铜或红铜，铁花的颜色就会更

加丰富，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刘小

松信心满满。

开封打铁花第二十二代传承人刘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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