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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的日子，今天，我们为您
讲述一个扎根井冈山的海归故事。

其实，一部百余年的留学史，原本就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
改革的历史画卷。而今，在传承精神的同时，海归也带来了更多新
的视角。

传承好这一抹红色，需要守住信仰的内核，初心一脉相承；需
要创新表达的形式，“故事”道出“花样”；需要更好地把握历史规
律，古事所以知今。这些，都是海归创新的着力点。

革命老区与海归，看似相隔甚远，但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碰
撞出热烈、炫目的火花。一边是历史的厚重、一边是青年的新意，
二者相遇，总让人生出许多期待与遐想。

心底的种子生根发芽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
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16 年，正在休年假的毛浩夫
回到井冈山，旁听爷爷毛秉华的一节
培训课。在那节课的最后，毛秉华引
用了《卜算子·咏梅》作为结束语。

“革命烈士就好比是梅花，将最宝
贵的鲜血与生命无私奉献给了革命事
业。”毛秉华的这番话，不仅打动了在
座的学员，也让毛浩夫感到心中一震。

毛秉华曾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
长，从上世纪 60 年代调任至博物馆
后，讲好井冈山的故事便成了他一生
的使命。从小到大，毛浩夫在爷爷身
上见到了太多井冈山的烙印，毛秉华
不仅在讲述过去，几十年来，他也在
不断收集关于井冈山的新的党史资

料，追寻着历史新的足迹。
50多年来，毛秉华讲了两万多场

井冈山的故事，爷爷半个多世纪如一
的执着坚守，毛浩夫全都看在眼里。

“井冈山像是一颗埋在我心底的种子，
它一直在那里。或许在等待某个时间
点，之后便会生根发芽。”毛浩夫说。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
陈毅安烈士写给妻子的一张英文新年
贺卡，字体优雅、内容清新流畅，第
一次见到这张贺卡时毛浩夫就被深深
地吸引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在坚毅
严肃的外表之下，每一名红军战士都
有着非常可爱、活泼的一面，有着一
个个温情的故事。因此讲解他们，并
不只是陈述历史，更要还原历史背后
的温度。

“我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随着了解深入，井冈山对毛浩夫

来说却变得陌生了。这片他生于斯长
于斯的土地，似乎有着太多他不曾了

解的过往。历史带来的震撼越多，井
冈山就变得越发“神秘”——这座山
中的魅力引发了毛浩夫的深深好奇。

他决定留下。2017 年初，毛浩
夫从南昌回到井冈山，成为江西干部
学院的一名现场教学讲师，由此展开
了一段重新认识家乡、认识父辈的寻
根之旅。

讲好“双语”故事

挹翠湖岸边，清清嗓子，背上扩
音器，在茨坪革命旧址群里，常常能
看到毛浩夫穿梭于一排排黄色干打垒
土坯房之间的身影，他自信、从容，
对井冈山的故事如数家珍。但是在刚
开始做讲解员的那段日子里，却并不
像现在这样顺利。

“我的性格偏内向，不会在言语
上表达太多，这是我从事宣讲工作的
障碍。因此在刚接触讲解的时候有压
力，担心自己并不适合这个岗位。”
毛浩夫说。

毛浩夫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认
识。在他看来，单论讲解，自己比不
过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单论历史，
自己又比不过党史专业的学生。对自
身实力做了全面评估之后，他意识到
自己最大的优势正是双语教学。

若是接待外宾，如何能让他们更
好地读懂井冈山、了解井冈山？毛浩
夫费了不少心思。

第一，井冈山的故事自己得先领透。
第二，翻译内容要确保准确无误。
第三，要用外国人更易懂的方式

增加有效表达。
为了要讲好井冈山的故事，毛浩

夫阅读了大量的党史文献，并在其中
探索国际表达，讲解翻译成英文时，
还得结合具体语境仔细推敲。与此同
时，最关键的，是让这些故事真正走
入外国游客的心里。

“井冈山上讲的是中国的故事，
不少外国游客拥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
文化背景，若是简单地用我们的惯性
讲述方式去讲，游客脑中会一直‘放
空’。我之前有过一次，单纯按照翻
译一一对应着讲，我能感觉到他们其
实并没往心里去。”

外国游客缺乏共鸣，让毛浩夫意
识到，要想向外国人讲好井冈山的故
事，单靠字面翻译远远不够，更重要
的还是得增加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

在此过程中，毛浩夫摸着石头过
河。围绕井冈山，他在文化方面下功
夫，并将相关内容揉进讲解内容，外
国游客便有了兴致。“比如，很多外
国游客对毛主席诗词非常感兴趣，我
就把其中与井冈山有关的、或是在井
冈山创作的诗词都找出来，与讲解相
结合，扩充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毛
浩夫说。

“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在这么艰辛
的条件下一步步走过来的。”一次，
在听完讲解后，一名外国游客对毛浩
夫感慨地说。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让他感到欣喜——“有效表达”，
自己或许逐渐摸着门道了。

开发线上课程

现在，毛浩夫的身份是毛秉华工
作室负责人。爷爷去世后，他感到了
这支接力棒沉甸甸的分量，接力棒中

既有信任，还有新的期许。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毛浩夫的

现场讲解工作还未正式复工，工作室
正在通过新媒体渠道进行内容生产与
传播的新尝试。

“之前的讲解更多还是面对面进
行的，现在我们制作好视频在微信、
抖音等平台传播，形式上更接地气。
大家也在思考着如何用更活泼、年轻
人更喜欢的方式去讲述历史，讲述跨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毛浩夫说。

录制视频并不是讲解内容的单纯
上网。平常的现场讲解短则 10 分
钟、长则 20 多分钟，对于视频来说
显然过长，观众很快便会失去耐心。
毛浩夫决定凝练出最核心的观点、选
取新颖角度切入并大幅压缩时间。短
小精悍的视频作品，才更符合新媒体
传播规律。

与此同时，工作室这些日子还在

研发一堂名为“旧物初心”的新课
程，将革命文物引入室内教学，聆听
文物背后的故事。为了新课程，毛浩
夫已绘制好一张长长的史实考证计划
表，这其中有大量的实地走访工作需
要完成。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成了毛浩
夫如今的关注重点。

2017 年 2 月，井冈山正式脱贫
“摘帽”，革命老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如何进一步发展产业，巩固脱贫
成果，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毛浩夫也想出一份力，他打算将
课程与电商相结合。“井冈山有许多
优质农产品，我们想推出一堂扶贫项
目课程，希望在课程结束后能为村
民、为一些农产品引流，在不同领域
之间形成合作，为大家提供平台。这
值得一试。”毛浩夫充满信心地说。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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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5后”的毛浩夫从英国赫尔大学金融系毕业回国。在
南昌工作两年后，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旧
址的一名讲解员。

巍巍井冈山，毛浩夫将青春留在了这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毛
浩夫，听他讲述自己与井冈山结缘的故事，而对于如何更好地讲述井冈
山精神的时代意义，毛浩夫也在挖掘着内容与形式中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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