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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民画报》采取图文并茂的影像方式，控诉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像‚杀人犯‛一样残

酷，又如‚纸老虎‛一般不堪一击，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取得一个个胜利，善待俘虏和

感化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播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爱国捐献及参

加军事学校等画面，从而建构了一种可视性的栩栩如生而珍贵难忘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图像史，

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和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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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很

快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

侵入台湾海峡。8 月 27 日，侵朝美军飞机进犯我国

东北边境。10 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

中朝边境，新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

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

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

鲜战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这是以

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1]为支援前线战争，国内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本文以 1950 年—

1953 年的《人民画报》为文本，通过对大量宝贵的

历史照片和资料的解读，分析该报借助以画叙事、

以文说事这一图文并茂的方式建构栩栩如生而珍

贵难忘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图像史。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大会上讲话指出，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

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

重温这一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

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史册上的抗美援朝战争的

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美国侵略者的图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

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

和“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侵略阵营”。[2]正值中国人

民巩固国内胜利成果和恢复国民经济之际，不期而

至的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令国内和平饱受威胁，

更加激励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和意志。 

《人民画报》是最早开始报道美国侵略行径的

报刊之一。美军入侵朝鲜后，轰炸和扫射毫无军事

目标和防卫的城市，破坏住宅、学校、医院及机关，

杀害和平居民，截止到 1950 年 8 月中旬，汉城“已

被美机袭击八百余次，市民伤亡七千五百余人，房

屋被炸毁一千五百栋，学校和医院被炸毁七座，因

房屋毁坏无家可归者有二十二万人”。[3]《人民画报》

刊登的几幅轰炸后的现场摄影画面严厉谴责了美

军这一极端野蛮的兽性行为。正如评论所言，“美

帝盗用了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的兽性侵略，是由中

世纪暴君的野蛮，二十世纪法西斯的残忍和最新式

杀人技术与杀人武器构成的总和”。[3]美国的侵略行

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这种以文字和画面相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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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的直观视觉表达方式，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更激发了他们对美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对朝鲜人

民的同情。 

随着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战

斗，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节节败退，处境渐为不利，

于是美军采取了更为卑劣的手段。1952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7 日，美国公然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

法，军机连续撒布各类含有鼠疫、霍乱、伤寒及其

他传染病的昆虫，向朝、中发动细菌战，企图虐杀

朝鲜和平居民以及中、朝两国的武装力量。《人民

画报》刊登了医务人员捕捉毒虫进行化验、对防疫

人员的采访等多幅照片，[4]及时揭露了美国这一反

人类行为，美国侵略者的“杀人犯”形象昭然若揭。

2 月 29 日，美军机又在中国东北、青岛等地撒布大

量传染细菌的昆虫，并进行轰炸和扫射。3 月 8 日，

中国各民主党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回应

美国侵略者的疯狂挑衅。同时，许多科学工作者和

医药卫生工作者纷纷要求到反细菌战的最前线。北

京、天津、上海的细菌学、昆虫学等 40 多名专家

组成“抗美援朝志愿防疫检验队”，奔赴朝鲜前线

工作。《人民画报》刊登医务人员、学生、群众等

不同群体抗议美国细菌战的五幅照片，[5]控诉美国

发动细菌战的“杀人犯”侵略行径，表达中国人民

对美军发动细菌战这一野蛮行径的愤慨。美国发动

的细菌战引起国际关注，3 月 5 日至 27 日，来自欧、

亚、美三大洲 8 个国家的 8 位法学专家，组成国际民

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分别到朝鲜平安南道、黄

海道、江原道、平安北道等，以及中国沈阳、宽甸、

锦州等进行调查工作，收集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

确切证据，向国际社会控诉美国的滔天罪行。[6]
 

美国入侵朝鲜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

会走向失败。《人民日报》1950 年第 1 卷第 2 期刊

登了《美帝国主义原形毕露》的图片，图片上是张

牙舞爪、尾巴上挂着美国星条旗的三只老虎，既表

明其侵略者的本性，也戳穿其纸老虎的面目。[7]同

期刊登的一张照片上美国大兵握着手枪命令李承

晚部士兵冲过“三八线”，配文是“中国青年艺术

剧院在北京街头演出之活报剧‘纸老虎’”。[8]显然，

这些图片和照片所要表达的内涵是，包括美国在内

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有一幅漫画也揭

示美国侵略者杜鲁门、麦克阿瑟、艾奇逊都是“纸

老虎”。[9]《人民画报》对美军“杀人犯”形象的描

绘，是美军侵略、残忍的真实写照，“纸老虎”的

形象则表明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

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

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

得头破血流”。[1] 

二、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图像 

8 月 27、29 日，美国军用飞机两度侵入中国领

空，沿鸭绿江右岸安东、临江、长甸河口、古楼子

等上空扫射，造成中方重大人员伤亡。针对美国的

侵略暴行，当时兼任我国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

两度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

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的侵略行为，

从速撤退美国的侵朝军队。《人民画报》刊登多幅

国内抗议美军侵犯中国领空、残杀中国人民的照

片，[10]坚定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暴行的愤怒

与抗议。 

实际上，美国入侵朝鲜“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

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技”。[11]
10 月 13 日，《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登载了其驻汉城记者的一篇通讯和一幅朝鲜与中

国东北地图。该地图在中国东北境内标出 4个箭头，

分别标注由朝鲜进犯沈阳、哈尔滨和北京的航空里

数。该通讯写道：“从汉城踏过北朝鲜，就是共产

党中国的工业动力库的满洲。满洲边境离汉城不足

二百五十航空里。北朝鲜的东北角是俄国领土西伯

利亚。如果美国人占领了北朝鲜，那么，他们离沈

阳仅一百航空里，离西伯利亚的海参崴不过七十五

航空里。这将是在世界上美军逼临苏联国境的唯一

地点了。”[12]显然，这张地图和这篇通讯暴露了美

国对中国东北“工业动力库”虎视眈眈的真相，表

明美国侵犯朝鲜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进犯中国东

北，另一方面是要逼近苏联国境，构建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包围圈。《人民画报》刊登的多幅美军机轰

炸中国村庄的照片，[12]也证明美国侵略朝鲜事实上

是另有图谋。 

正是鉴于这一重要事实，值此危急关头，中国

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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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

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而奋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志愿参加抗美援朝。北

京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妇女、青年等团体，

踊跃参加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保卫祖国领土。

文艺界宣称：“我们每一支笔，都是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有力武器，我们要用它来创作出各种形式抗

美援朝的作品。”《人民画报》首次刊登《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专题照片，反映学生踊跃参军、大

学师生积极开展文艺创作进行反美宣传、工人们志

愿参加抗美援朝的盛况。[13]其后，《人民画报》有

关抗美援朝的图片和文字报道越来越多，发挥了重

要的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作用。 

1. 志愿军英勇作战 

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7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第一次反击，击溃美军、李承晚

部共 24 个营的兵力，死、伤、俘敌军 13 150 名，

其中美军 3 391 名，解放了楚山、云山、春川、宁

边、宜川、熙川、宁远、德川等城市及其周围大片

土地。[14]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趋向好转。《人民画

报》及时刊登反击战胜利的消息，增强了民众抗美

援朝胜利的信心。 

11 月 24 日，麦克阿瑟在朝鲜前线指挥和发动

所谓“决定性”攻势，约有 20 余万联合国军在西

线和东线倾巢出动。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发动强大反击。据 12 月 6 日通报称，通过

此次战役，在西线收复平壤、博川等 14 个城镇，

美国等侵略军受到歼灭性打击。在东线收复惠山、

清津等重要城镇，包围了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全

部、步兵第三师和第七师各一部，以及李承晚的第

三师一部，将其大部歼灭，标志麦克阿瑟发动的“总

攻势”破产。朝鲜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朝鲜人民

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中。一幅幅照片展现的场景

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在敌后的朝鲜人民游击队胜

利会师，中国人民志愿军伏击、猛击、搜查美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美军、英军、土耳其军以及军

火，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运输人员不顾困难向前线

运送粮食、弹药、抢修朝鲜桥梁保证运输畅通。“在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与朝鲜人民军的歼灭性打击下，

侵略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及其帮凶的悲惨下

场就是如此。他们毫无价值地永远被人类咒骂地为

华尔街老板们当了炮灰。”[14] 

《人民画报》刊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冲锋杀

敌、与朝鲜人民军会师、夺回平壤和咸兴等照片，

集中展示了志愿军英勇战斗的图像，连志愿军抓获

的俘虏都说：“你们的士兵打起仗来勇猛得像狮

子。”[15] 

11 月，长津湖之役打响。志愿军某部连长杨根

思带领一排战士坚守某山头，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展开争夺战。敌人以重炮和飞机向这座小山头集中

轰击，杨根思排在阵亡前歼灭近千名敌人。最后，

杨根思抓起一包 10 斤重炸药，点燃导火索冲向敌

人，与数十个敌人同归于尽。根据志愿军这一英勇

战斗场景创作的油画《杨根思英雄排》，[16]体现了

志愿军英勇作战的光辉形象。 

12 月下旬，朝鲜气候严寒，气温低至零下 30

度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提出：胜利

突破三八线，打个漂亮仗过新年。中国人民志愿军

猛烈进攻、乘胜追击、越过三八线等照片和配文，[17]

生动刻画了志愿军英勇作战的昂扬斗志，描绘了志

愿军、人民军与美军、南朝鲜军扣人心弦的激战过

程，展现了志愿军、人民军不顾疲劳、寒冷与饥饿，

向逃往三八线的敌人展开追击的情景。1951年8月，

《人民画报》刊登《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组

7 张照片，有文字写道：“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侵

略者的高度仇恨，造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比的

坚决和英勇。像某部第四连冲破三八线天险道成岘

防线后，在十八小时中前进一百五十华里„„为领

导机关嘉奖为‘尖刀英雄连’，这样的英雄战绩不

断出现。”[18]这些照片和文字是志愿军英勇作战的

真实记录，勾勒了志愿军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感

人画面。被抓获的俘虏总疑惑为什么志愿军战士会

“那样不怕死”。他们逐渐了解到，志愿军是“为

正义的目的而作战”，所以“无畏”。[15]俘虏眼中看

到的“不怕死”和“无畏”，正是对英勇作战的志

愿军精准的形象描述。 

2. 志愿军善待俘虏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抓获了大量俘虏，如何对待这

些俘虏，关系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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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一贯严格执行宽

待俘虏的政策，对于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敌军官

兵，不分国籍，一律不杀不辱，一概不没收他们的

私有财物，对于受伤的俘虏则予以及时治疗，并提

供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1951 年 2 月，《人民画报》

刊发的一组照片显示，俘虏在收容所里有热水洗

脸，有足够的食物，医务工作者检查他们驻地的卫

生、关心他们的生活。[19]有一张照片记录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医务人员在细心地替俘虏医治伤口。夏

天，俘虏们能够在池边钓鱼、游泳，在大树下乘凉。

俘虏营会举办各种文娱活动，时常举行晚会和运动

会。有照片表明“某地俘虏营中举行运动会比赛篮

球的选手们，他们领到多量香烟和其他奖品”。美

军俘虏费兰脱称赞说：“这是世界上第一等俘虏

营。”志愿军善待俘虏的做法，“已成为国际战争中

以人道主义对待敌方俘虏的典范”。[20] 

志愿军除了给予俘虏以宽大的、人道的待遇，

还“承担了唤醒这些俘虏的人类应有道德的艰巨的

教育任务”。美军俘虏经过教育后，“已开始觉悟到

为美帝国主义作侵略工具的错误”，[21]表达了要求

和平的意愿。正是受到志愿军的善待和感化，俘虏

们行动起来表达对和平的诉求。有的发动了拥护缔

结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高举“我们要和平”“退

出朝鲜”等标语。有的自动组织“和平委员会”，

成立会演出幕布上的英文标语是：“面向光明，为

正义而战，要求和平。”[20]有的在花池上砌成象征

和平的图案，表达对和平的期待。俘虏们思想认识

的转变，体现志愿军善待俘虏取得的实际成效。与

之相比，1951 年 2 月至 10 月，美国空军先后 5 次

轰炸朝鲜北部某一俘虏营，炸死炸伤俘虏共 62 人。

10 月，这个俘虏营的 1 362 名美、英等国俘虏联名

发表对于美国空军暴行的抗议书。[20]美军的做法与

志愿军善待俘虏形成鲜明对照，更加突显志愿军善

待俘虏的铁的事实，向世人揭破那些捏造志愿军残

害俘虏的谎言。 

当遣返俘虏时，志愿军某部在朝鲜战地某处举

行释放美俘返国大会，并为他们准备充裕的路费和

食物。1953 年 4 月 14 日清晨，朝、中用 20 辆汽车

把即将遣返的首批美方病伤战俘运送到一个战地

临时医院，载有医生、护士和种种药箱的医疗车随

行，以及两辆满载牛乳、饼干、糖果、罐头食物、

啤酒、水果的供应卡车，这些病伤战俘很好地度过

了遣返前的最后几天。26 日，朝、中全部遣返了

684 名病伤战俘。有 4 幅照片显示，被遣返的美方

病伤战俘受到良好的招待，朝、中医务人员继续对

他们进行细心的检查和治疗，发给他们香烟和日用

品供沿途之用，“许多被遣返的美方战俘在临走时

与朝、中方面人员依依告别，感激朝、中方面对他

们的宽大和良好的待遇”。[22]
 

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图像 

朝鲜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得到中国人民

的同情和声援。1950 年 7 月 17 日开始，各地纷纷

举行“反美侵略运动周”。各民主党派、各机关、

工厂、学校、团体，通过讲演会、座谈会、街头宣

传、报纸刊物、电台广播、电影戏剧演出等多种方

式展开宣传，声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上海

工商联合会在国际饭店悬起了醒目的‘反对美帝

侵略台湾朝鲜’大标语”“中国人民大学七月二十

七日举行‘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大会’”“上

海总工会召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大会’，参

加大会的各工会干部在高呼口号”等照片，[23]鲜明

展现中国各界人士积极声援朝鲜的画像。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后，全

国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教育工作者、艺术

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等，纷纷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1950 年 12 月，《人民画报》刊登《扑灭美

帝侵略战火》一组 13 幅照片，全景式摄录了各界

人士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画面——上海

炼钢二厂工人以提前完成 1950 年生产任务来支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东北农民在秋收时提出“准备

好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

的战士们纷纷写下申请书，表示练好本领坚决保卫

国土的决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三期 439 位学生

志愿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队，全校同学欢送

他们出发；北京大学教员 376 人为抗议美国侵略上

书毛泽东，表示决心为保卫祖国而献出最大力量，

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汤用彤先生参加签名；北

京大学妇女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分会发起制作慰

问袋运动，北大教授汤用彤、贺麟的夫人赶做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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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送给前方战士。[11]社会各界积极开展爱国主义

生产竞赛和爱国捐献等活动，踊跃参加军事干部学

校，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强大的后盾。 

1.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1951 年 2 月，东北机械管理局第三机器厂车

工——全国新纪录运动创始者赵国有，发起爱国主

义生产竞赛。《人民画报》刊登赵国有发表爱国主

义生产竞赛挑战书的照片，并配上他给全国工人写

的信：“我们要拿出无比的力量，支援朝鲜人民正

义的战争。要把工厂变成我们的战场，把机器变成

武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我们必须展

开爱国主义反美生产竞赛！”这立刻得到全国工人

阶级的有力响应，1 200 个工矿企业中的 120 余万

职工，加入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济南铁路工厂青年

工人张怀玉从每天生产 15 箱闸瓦提高到 160 箱，

创造新的全国纪录。还有多张照片记录了各行各业

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生动画面。[24]同时，东北

机械管理局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向全

国工人挑战，要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继续下去，马

恒昌在研究技术、改造工具、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光

辉的模范事迹等 11 张照片，记录了生产竞赛的生

动场景。[25] 

1951 年 4 月 2 日，中国纺织工会在北京举行仪

式，青岛、天津、东北 9 万纺织工人的代表，签订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合同，在全国展开第一次地区性

的竞赛，[26]标志着纺织工人的爱国竞赛进入新阶

段。27 日，上海女工纺织模范杭佩兰写信给毛泽东，

保证搞好生产，支援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有多张照片记录了上海纺织工人响应爱国增产

运动的场景。[27]在这一时期，许多城市的妇女都制

定了爱国公约。[28]钢铁工人、机器工人、发电工人、

电车司机、铁路工人、邮局工人、电信工人、翻身

农民、小学教员、交通警察、医生、少年儿童、大

学教授、美术学院学生、护士、私营商店经理，也

都积极参加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纷纷签订爱国公

约。[29]这样，爱国公约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推行，

既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又成为持久的经常性运动，

“体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生产上和工作

上的共同要求，它正成为鼓舞全国人民保卫和建设

伟大祖国的无比强大的力量”。[30]其中一组照片记

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取得的成绩：广州兴华

电池厂工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两个月为国家增

产的财富达 25 亿元；抚顺矿务局机械修理厂改进

了三角油槽，每年可为国家节约 1 亿元。[31]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开展，提高了工人们的思

想认识水平，“生产上每一新的成就，都加速着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因而劳

动热情大为高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积极参加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截止到 1951 年 8 月，抚

顺机修厂已完成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 64%。[32]
11

月 22 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举行第四次会议，

把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为中

心议题。西北各民族人民订立爱国增产节约计划，

为实现“增加生产，履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

愿军”而努力。宁夏吴忠堡皮衣厂工人计划赶制两

万件皮衣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青海互助县拉东

村土族人民热烈开展爱国增产运动等 11张照片，[33]

是西北各族人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的写照。 

广大农村也迅速展开爱国丰产竞赛。山西农业

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的农业

劳动模范和互助组提出丰产挑战书，开展爱国丰产

竞赛运动，得到各地的响应。很快，爱国丰产运动

遍及 30 个省区，规模之大堪称中国农业史上之最，

“增加生产，巩固国防，增强抗美援朝的物质力

量”，成为响亮的口号，各地加紧春耕，保证粮食

丰收，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34]
1951 年 6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开展爱国售棉储棉运动的号召，政务

院发布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为了抗美援朝，

为了支持工人兄弟、支持纱厂开工！”[35]有十几张

照片展现了各地如何开展种棉、收棉并积极把棉花

运到上海、天津、青岛工厂，解决生产困难。这样，

农民和工人相结合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推到新的

高潮。 

宗教界也加入抗美援朝运动行列。1950 年 9 月

23 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吴耀宗等发表的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

中国基督教徒的爱国运动随即在各地展开。截止到

1951 年 4 月中旬，全国 18 万基督教徒在宣言上签

名，一致表示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九江、广州、长沙、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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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杭州、成都、兰州等地教会团体，积极参加抗

美援朝运动，签订教徒爱国公约。1950 年 11 月之

后，广元、绥远、重庆、北京、南昌、武汉、广州、

昆明、杭州、青岛等地天主教人士，展开自立革新

的爱国运动，绥远、天津等成立天主教革新运动促

进会。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革新运动，“必能对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36] 

2. 爱国捐献运动和参加军事学校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祖国，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捐献飞机大炮等武器，因

此，各地工厂、矿山、农村、学校、机关、工商业、

文化界等都制定捐献计划，掀起了爱国捐献运动。

截至 1951 年 9 月 21 日，各地认捐和发起捐款的武

器，计有飞机 2 481 架、大炮 128 门、坦克 4 辆、

高射炮 80 门，黄羊 12 100 只。[37]一般来说，捐献

计划主要是通过增加生产、改善经营、提高收入、

节约、减少浪费等，结合修订一个单位、一个车间、

一个小组、一个村子或一家一户的爱国公约来进

行，既保证捐献运动的顺利开展，又促进经济建设

事业的发展。《努力增加生产 响应捐献运动》的一

组 7 张照片，是各地爱国捐献的实录，既有农民热

烈捐献飞机大炮，也有首都京剧界王瑶卿、尚和玉、

马德成、张德俊、郝寿臣、谭小培、鲍吉祥、刘喜

奎等 20 余人举行义演将全部收入购买飞机大炮，

还有北京大学土木系三年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

加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的测量工作把所得报酬捐献

作购买飞机大炮之用，南京无线电厂职工、迪化市

新光电灯公司工人、北京市七区第十四段的家庭妇

女等也纷纷捐资购买飞机。[38]许多工厂、农村、机

关、学校和工商业者，都精打细算制订捐献计划。

《人民画报》对各群体捐献活动的大力宣传，进一

步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一运动使抗美援朝运

动真正贯彻到日常工作中，把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

爱国热情，变成伟大无比的物质力量”。[37] 

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号召青年学生、工人和社会青

年，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其中，青年学生报名

最为积极。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会、广播等形式，

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提高同学们对国防建设

的重要认识。青年学生的家长们也积极支持子女参

加军事干部学校，南京市第一女中一位同学的父亲

写信说：“坚决支持孩子献身国防事业。”北京竞存

女中初中学生傅琇报名后，母亲为她做了新被子和

新衣服。辅仁大学学生叶淑穗的母亲叶秀贞在北京

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生大会上说：“我们的儿

女在新的教养下能走上光荣的岗位，也是我们母亲

的光荣。”[39]据统计，东北、华北、华东、中南、

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报名人数第一批达 25 万余

人，第二批达 33 万余人。青年学生的这一爱国行

动，既受到家庭的鼓舞，也赢得社会的赞誉，入伍

后得到各级军事干部学校的培育，“他们将成为一

支掌握现代化武装、捍卫祖国的新的力量”。[40]
 

《人民画报》以生动的图片和简洁的文字，真

实记录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场

景，既有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控诉，也有对抗美援朝

志愿军的讴歌和抗美援朝运动的称赞，是以图片影

像的方式，传播了一种可视性的抗美援朝图像史。

实际上，《人民画报》关于抗美援朝的报道内容十

分丰富，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和宝贵的资料，对于今

天了解和研究 70 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仍然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回望 70 年前伟大

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

无比坚定、无比自信。”[1]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要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向着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作者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发展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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