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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仪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以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为考察场域 

吴娜
1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就是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入了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发

展变化过程。仪式是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的反复操演，仪式能够将抽

象的、处于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纪念英烈仪式，具有构建集体记忆、凝聚社

会共识、巩固政治信仰、形成价值认同的教育功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的生动载体，

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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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

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

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2]。 

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是江西公安民警为保卫国家和人民流血牺牲的历史记录者和见证者，是新时期公安英烈精神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围绕纪念墙开展的各种仪式活动，具有构建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政治信仰、形成价值认

同的教育功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的生动载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途径。 

一、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及其象征符号系统 

纪念空间是指具有纪念意义和纪念功能的各种形式的场所。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记忆的场所》一书中将纪念碑、遗址

地、博物馆等这些具有纪念功能的记忆空间称为“记忆场”，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

象”[3](P72)，它具有唤起民族记忆的功能。根据纪念空间的形成过程，纪念空间可以划分为意图性纪念空间和非意图性纪念空间。
[4] 

意图性纪念空间以纪念为目的，具有明确的纪念对象，其空间场所在建造之初就具备纪念性的用意，如纪念碑、纪念墙、

纪念馆、塑像等等；而非意图性纪念空间在建造之初并无纪念的用意，只是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化，逐渐演变成历史的存在物而

被纪念，如名人故居、文化遗址遗迹、战场遗址、革命活动旧址等。纪念空间具有道德教化、传承文明、引导社会正确价值观

和警示、教育后人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国家政府十分重视纪念馆等纪念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希望借助纪念空间承载、发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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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价值导向作用。 

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我国将近有 2000万名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而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发展，“烈

士”有了更加宽泛的内涵，现代烈士不仅仅包括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还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为

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献出生命的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 

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流血最多、牺牲最大的职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有近 1.3万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近 18万

名民警因公负伤。公安队伍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换来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了纪念为公安事业献出宝贵生

命的公安英烈，发扬公安英烈精神，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北京、天津、吉林、江苏、安徽、江西等十余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先后修建了公安英烈纪念墙，把公安英烈的名字刻在墙上，刻进历史。 

江西省公安英烈纪念墙坐落于江西警察学院忠诚广场内，于 2015年 9月 30日建成。纪念墙长 10米，高 4.5米，由汉白玉

雕刻落成，刻有长城、五指山、警帽、松柏、和平鸽、祥云等图案。纪念墙正下方镌刻有铭文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 376 名因公

牺牲的江西公安民警和公安现役官兵的姓名、生卒年月和生前所在单位等详细信息。 

江西省公安英烈纪念墙自建成以来，社会各界前来追思公安英烈的人群络绎不绝，除公安队伍外，机关团体、学校师生等

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拜祭。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不仅成为公安机关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教育基地，也成为政法系统和全社会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场所。 

仪式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

式”[5](P1)。仪式是由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的，罗兰·巴特认为“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

物”[6](P57)。符号具有外在的可感形式和内在的意义。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它能够通过仪式的操演，将不被直接感知

的信仰、精神、价值观等变得可见、可听、可触摸，担负着传递仪式蕴含的象征意义和核心价值的重任。公安英烈纪念墙的纪

念仪式充分运用丰富的象征符号体系来展现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 

在纪念仪式中，原本抽象的时间日期，因为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联而具体化、神圣化，一旦被赋予特定的意

义，就成为时间符号。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将 9月

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 9月 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烈士纪念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7]
。从现有资料

来看，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自建成以来，每年 9月 30日的烈士纪念日都举行以江西省公安厅为组织者的“官方”仪式。除此之

外，在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各种组织、民间团体和个人也会自发地前来开展一些“非官方”的祭扫活动。 

在这些周期性的时间举行重复的纪念仪式，准时在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引导人们回忆这个日期，仪式中的“时间差别被抹平，

‘真正的’、‘真实的’同一个现实，每年都被揭示出来”[8](P49)。然而，仪式时间并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在祭奠英烈的仪式

中，通过对英烈的追忆，对未来的展望，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达到唤起集体记忆，实现价值认同的作用。 

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符号来呈现江西公安英烈的光辉历史和英雄形象，

并透过这些象征符号来表达其中的精神内涵，实现外在符号和内在意义的统一。 

首先，在材质的使用上，纪念墙由坚硬的汉白玉石料建造而成，坚固永久，象征着英烈精神永垂不朽；其次，在外观造型

上，整个主体建筑以简单的几何图形来衬托纪念墙的雄壮和稳固；再次，在各种纪念元素的使用上，长城寓意着公安机关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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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和平鸽及祥云，寓意着和谐、美好、安全，松柏寓意着公安英烈精神浩气长存，中间部分的警帽，体

现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性质，即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宁保驾护航；最后，在忠诚广场上面，展出了 19位公安系统英模的图片

和生平事迹介绍。这些图像象征符号除了带给人们直观的感受之外，还能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思考，继而表达对公安英烈的纪念。 

语言和声音是仪式中十分重要的象征符号。语言符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话语的形式来准确地表达仪式所传递的观点和信息。

“‘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已成为和平年代公安民警为社会平安牺牲奉献的真实写照。……公安英烈以生命践行誓言、以

热血铸就平安，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不朽警魂的塑造者、忠诚无畏的践行者，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

缅怀和敬仰！”英烈纪念墙上这一段铭文直观地将仪式所要传达的信息灌输到参与者的意识深处，起到宣传和教化的作用。 

在仪式过程中，全体人员举起右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入警誓词》：“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人民警察入警誓词，规定了人民警察的性

质宗旨和使命义务，集体宣誓通过话语的反复操演，将所有参与者凝聚在一起，形成同属于一个共同体和共同的观念认同，并

映射未来以引导人们为共同理想而努力。 

声音符号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渲染来调动气氛，激发情绪，将参与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体验中。英烈纪念仪式中演奏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警察之歌》《安魂曲》《献花曲》等，是声音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歌作为仪式的开场，以《中

国人民警察之歌》作为仪式的结束曲，可以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爱国主义情怀、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以及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

继承公安英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敬献花篮时播放的《安魂曲》《献花曲》，能够渲染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引发参与者

对英烈的追思和沉痛的哀悼之情。这些音乐曲目，不仅仅是烘托气氛的一种媒介手段，也是调动参与者身体器官，使之参与其

中，从而达到在精神上高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行为符号是仪式宣展的方式和过程。仪式的过程和程序一般都有严格规定，参与者的每一个动作、表情、姿势往往都要以

设定好的方式展现。烈士纪念日举行的官方纪念仪式，所有的流程基本上按民政部颁布的《烈士公祭办法》来进行，相对固定。 

具体程序包括：上午 9 点，主持人宣布烈士祭奠仪式正式开始；奏唱中国人民警察警歌；两名武警战士护举花篮，向烈士

敬献花篮，奏《安魂曲》；省公安厅厅长整理缎带或挽联；全体民警脱帽默哀，向烈士行三鞠躬礼，面向公安英烈纪念墙，全体

民警举起右拳，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入警誓词》；全体人员向公安英烈敬献鲜花，瞻仰英烈纪念墙。这些程序使得纪

念仪式走向规范、有序，增加了纪念仪式的庄重感、神圣感，强化了仪式活动的整体效果。 

仪式的操演是指在特定的场所和重复的时间内，按照规范的仪式程序，运用各种象征符号将要表述的“内容”表达出来的

过程。关于仪式的过程，法国人类学家范·杰内普提出著名的“通过仪式”理论，他从人生过渡仪式的角度，并将通过仪式划

分为三个阶段，即分离（仪式前）、阈限（仪式中）和聚合（仪式后）。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则重点考察了第二个阶段“阈

限阶段”。他认为，围绕着仪式而展开的“阈限前—阈限期—阈限后”的过渡过程，是一个“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

在阈限之外，社会呈现的是“结构”状态；在阈限之内，社会呈现的是“交融”状态。特纳的阈限理论是对“通过仪式”的丰

富和发展。 

在公安英烈纪念墙举行的纪念仪式也具有类似的结构特征。在纪念仪式的阈限中，所有进入仪式的人员，暂时离开原有的

时间、空间和旧的自己，摆脱原有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社会结构，进入一个阈限阶段。身处公安英烈纪念墙这个神圣场域中，他

们会发现自己是一大群人中的一份子，这群人都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这个场域中，身份、地位、角色、权力等都暂时消失殆尽，在神圣力量的驱使下，所有人通过对公安英烈的追忆，对人

民警察共同身份的认同，进入一种交融状态，建立起团结一致的人际关系。每个个体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感动、光荣和激励，进

而激发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信念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形成情感上的共通，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层面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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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结束后，人们重新回到原有的平常生活中，经历仪式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交融，灵魂得到洗礼，心灵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状

态，原有的价值认同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更好地投入新的生活和工作中。 

二、纪念英烈仪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指明了社会主义在各

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准则。正如涂尔干所说，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

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9]围绕江

西公安英烈纪念墙展开的纪念仪式，以展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核心内容，通过语言、声音、图像等符号以及仪式的反

复操演，将仪式中所要传递和表达的集体记忆、价值取向和精神传承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同时，进一步将这种认同感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力，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认知是人们不断获得应用知识的过程，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前，首先会对其有一个初步的简单认知，正确理

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内涵，决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程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是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起点。 

在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烈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诠释。江西公安英烈纪念墙，是江西公安发展历史的记录者，是江西公安民警

为保卫国家和人民流血牺牲的历史见证，是公安英烈精神的生动体现。纪念墙上这 376 个名字，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空洞的

概念，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都有一段生动感人的历史故事，都代表着一种忠诚、为

民、公正、廉洁的崇高精神。公安英烈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生

动体现，其内涵包括：爱党爱国、服务人民、忠诚担当、崇尚正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

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具体体现。 

公安英烈纪念墙的存在，首先就是巩固历史记忆，将英烈精神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民族心理的共同体认同。围绕纪

念墙开展的各类纪念仪式以展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为核心内容，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在传达着爱国爱民、忠诚担

当、崇尚正义、和谐友善、敬业奉献等道德品质和高尚情操，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纪念英烈仪式以英

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来诠释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通过各种象征手段生动直观地展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内涵，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和魅力，使参与者在历史记忆、现实体会、神圣氛围中自觉接

受道德熏陶，从而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理解和价值认同。 

情感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属性、特征及其关系等形成认知的时候产生的对该事物满意与否、喜爱与否、肯定或者否定等呈现

出来的想法态度。[10](P3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体现为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依恋感，它是产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认同的心理基础，是推动行为认同的强大精神动力。 

仪式具有创造某种神圣情境的功能，能够“激发起仪式参与者对某种情感和意识的共享，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仪式展演的

某种目的”[11](P118-119)。公安英烈墙的纪念英烈仪式以一系列标志性符号为依托，从场景的布置、仪式的设计、活动的安排等方面，

都营造出一种神圣、崇高、庄严、肃穆的气氛。当几百个人身处同一个场景之中，公安英烈纪念墙、忠诚广场、国旗、警帽、

花篮、集体默哀、共同宣誓、齐声合唱《中国人民警察之歌》，参与者置身这些象征符号中，无论是从视觉、听觉，还是心灵层

面都受到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形成即时的情绪渲染。这种身临其境的群体共鸣使个体融入群体，“当一个人达到这种亢奋的状

态时，他就不可能再意识到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支配着，使他不能支持，所思所想都与平时不同，于是，他自然就

会产生‘不再是自己’的印象了”[12](P288)因此进入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欢腾”的氛围中。参与者在体验仪式庄严隆重场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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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强烈感受到对共同身份的认同，进而产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与情感的共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认同是指大众在经过了认知理解、心理认同和内在接受之后，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涵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和行为，外化于行的过程。纪念仪式不仅具有唤起记忆的回溯性功能，

而且还能具有前瞻性功能。在仪式中，通过纪念空间的营造，仪式的反复操演，能够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让人

们在获得历史认同感的同时，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仪式的洗礼，个体会将在仪式中获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扩展

到更为广泛的层面，并将其精神要义内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外化为实际行动。纪念英烈仪式的开展，再现了公安工作的艰难

历程，展现了公安英烈的光辉形象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者们在感悟英烈精神的同时，深深体会到当前美好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从而激发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 

纪念英烈仪式能够在巩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的同时，将这种认同感及时地转化为一种现实的行动能力。正

如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纪念仪式中，参加仪式的民警纷纷表示：“纪念墙既是缅怀牺牲战友的重要场所，也是忠诚教育、职

业教育、荣誉教育的宝贵基地，要把继承英烈遗志，弘扬光荣传统的精神，转化为大力推进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

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工作动力，为我省迈出‘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新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13]

而在 2016年清明节的祭扫仪式中，江西警察学院交通管理专业的同学们表示：“在此次祭奠活动中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要继

承先烈遗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信念、无私奉献，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投身到学习中去。”[14]这样的纪念仪式不

仅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内在的对接，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在实践中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热情，提升人们坚定理想信念、

崇德向善、奋发进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人们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实现了文化和思想多元状态下社会成员的精神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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