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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条路，路不长，路

牌上也仅有短短三个字——“延乔路”。但这

三个字，在无数人心中掀起波澜。

国庆节期间，这条南北走向不到 1.2 千米

的道路又在网络上“刷屏”了。道路两旁摆满

了群众自发献上的国旗、鲜花和留言卡片。

有市民留言：你们从未离去，山河无恙，盛世

如愿。

延乔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

镇，因纪念安庆籍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而

得名。延乔路旁，有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叫

集贤路，纪念的是陈氏兄弟葬在安庆集贤关

的父亲陈独秀，这两条道路皆通向主干道繁

华大道。延乔路本是一条普通的城市道路，

因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成为“网红路”，

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延乔路短，集贤路

长，他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

当革命历史照进现实，延乔路成为纪念

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而剧中最后镜头里

浑身血污、戴着沉重镣铐的陈延年，眼中闪烁

着信仰的光芒，明媚清澈又坚定从容的回眸，

成为新时代青年人心中再也抹不去的记忆。

“延乔路摆满鲜花，
它的尽头是繁华大道”

埋首故纸堆，那段激流跌宕的岁月在眼

前翻涌，一批革命者身处黑暗却心向光明，为

唤醒民众、振奋国群，舍生取义、英勇赴死。

1927 年 7 月的上海龙华监狱，陈延年赤脚

缓慢而又坚定地走上断头台。敌人喝令他跪

下，他毫不理会、巍然屹立，几个行刑的刽子

手强行把他摁倒在地，但刚一松手，这位革命

者挺身而起，昂首凛然高声回应：“革命者光

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刽子手恼羞成怒，一拥而上，以乱刀残忍将其

杀害，那年他 29 岁。次年 6 月，同为革命者的

弟弟陈乔年被捕，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

秘密，牺牲前他高呼：“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

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那年，他才 26 岁。

龙华的桃花凋零在他们盛开的年华，而

他们忠于革命、九死未悔的步伐从未改变。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父子三人都是革命先

行者且同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又是个普通的

家庭，《觉醒年代》中有一个片段：父亲陈独秀

掏出自己炒的南瓜子递给儿子，并帮陈氏兄

弟把行李箱装上车。看见父亲苍老的身影，

延年转身抱住父亲，而后父子三人紧紧拥抱

的场景，让网友从普通父子生离死别中感悟

到革命者为救亡图存不惧牺牲的民族大义。

父子三人自上海一别再没重逢，有网友

将父亲送儿出国与兄弟俩慷慨赴死的镜头平

行剪辑，仿佛与现实世界里“延乔路紧挨集贤

路”隔空呼应。曾参与延乔路命名工作的张

维端说：“我们在给道路命名时萌生让父子三

人重逢的想法，但当时纪念陈独秀的‘独秀山

路’及附近道路命名已完成，经过多方考量，

我们决定将延乔路编排在集贤路附近。”

一个城市路名就是一块无形的纪念碑。

据张维端介绍，在规划路名之初，很多同事对

陈氏兄弟的革命事迹并不了解，后来他带着

路名采集小组的同事们，多次赴安庆市党史

办征集相关资料。听完兄弟俩的故事，大家

一致希望通过城市道路命名，让更多人认识

和铭记两位先烈。

8 年后，路名采集小组的心愿终于实现

了 ，“ 延 乔 路 摆 满 鲜 花 ，它 的 尽 头 是 繁 华 大

道。”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路名时时提醒

人们：每一寸繁华的土地下，都有先烈难凉的

热血，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照亮民族前行

的道路。

“这盛世如你所愿，
我要唱给你听”

在肥西县桃花镇文明办工作的严传文，

抽屉里装满了人们写给先烈的寄语卡片，每

一张他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每天经过无

数次的道路、默念无数遍的先烈故事突然爆

火网络，让严传文有些措手不及，但人们缅怀

先烈的赤诚又让他备受震撼与感动。“现在常

有市民来延乔路祭奠。”他告诉记者，为表达

对先烈的崇敬、给前来悼念的市民提供方便，

文明办专门协调环卫、交通运输部门在延乔

路维护环境卫生、维持交通秩序。

“这盛世如你所愿，我要唱给你听。”在党

的百年华诞之际，这条路迎来一批特殊的祭

奠者。合肥市红星路小学“小百灵”合唱团来

到这里，用稚嫩又动听的声音为先辈献唱《唱

给你听》。《中国青年报》和安徽省委网信办联

合合肥市委宣传部将歌曲拍摄成主题 MV，

并邀请《觉醒年代》中陈氏兄弟的扮演者以音

频朗诵方式参与，MV 将历史镜头与现实场

景巧妙穿插，营造出歌声穿越百年路的历史

沉浸感，以这样的方式将今天青少年的心和

百年前“同龄人”的心紧紧相连。作品上线不

到 3 天，在各平台播放量超 4100 万次。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7月 4日，是陈

延年壮烈牺牲 94 周年纪念日，安庆市青少年

宫在陈延年雕像前举行祭奠缅怀延年、乔年

烈士活动，参加活动的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告

诉在场的青少年：“我的伯父陈延年、陈乔年

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们留下的

精神财富，如明灯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的两位烈士墓碑前，

许多上海市民自发前来驻足瞻仰、敬献鲜花。

各地网友的情感互动，加上主流媒体跟进，对

陈氏兄弟的缅怀热度持续不减。肥西县桃花

初级中学学生付帅说：“我在《觉醒年代》中认

识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先烈，当我站在延乔路

上，感动与自豪不觉涌上心头，他们才是青年

人该有的样子，才是我们追捧的偶像。”

“愿以吾辈之青春，
捍卫盛世之中华”

记者从一份数据中了解到，90 后和 00 后

是网络上缅怀陈氏兄弟的主要人群。

许多青年人不约而同地像呼唤身边亲近

的伙伴一样将两兄弟唤作“阿延、阿乔”，表达

对延年、乔年两位“同龄人”义无反顾选择革

命道路的敬仰之情。“岁月悠长，山河已无恙；

硝烟散尽，尽是曙光”“多想真的有穿越，好去

告诉你，你们为之牺牲的国家现在有多棒”，

青年人在短视频网站上，将陈氏兄弟的历史

故事与电视剧的镜头加以融合，并配上感人

的乐曲，剪辑为一个个泪点密集的短视频，很

快在网络上“走红”。

对 先 烈 的 缅 怀 从 虚 拟 空 间 走 向 现 实 世

界。“获知延乔路将于 2022 年开始改造，可否

增加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雕塑？”近日，

有网友通过合肥市 12345 政府服务直通车的

平台建议在延乔路上设立陈延年、陈乔年雕

塑。其实，该市早已启动延乔路相关纪念雕

像的创作和制作工作，目前正在深入打磨定

稿中，不久后即将开工建设。除了增加雕塑

纪念，该市对延乔路的建设也有了更多规划，

设立生平园、传承园、纪念园，打造红色文化

街区，提醒后人传承先辈之志，不忘初心、继

往开来。

安徽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廖文生说：

“将红色文化融入城市道路命名、公共交通站

点命名，辅以与路名、站点名有关的路牌、标

识、宣传展板、雕塑等设置，无疑会浓厚城市红

色文化氛围，成为传递家国情怀的闪耀星火。”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在

先烈故事感召下，皖江大地掀起一波又一波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受《觉醒年代》启发，该

省集中推出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等艺术党

课、组织创作《今夜星辰》等一批党史题材文

艺作品，一批印有“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等红色文案的文创产品迅速成为

畅销品；除延乔路外，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

战役纪念馆……安徽境内丰富的红色资源吸

引来自全省各地的学习参观者；该省组织编

印重点红色资源推介名录，建立学党史百年

安徽故事库，以遍布全省的 1.4 万多（处）件文

物和革命旧居旧址、纪念馆等为生动教材，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各地拥军热情空前高涨，青

年踊跃参军，今年该省下半年征兵中，大学毕

业生征集比例达到 43%。

“有热血的时代，必定是青年人的时代。

百年前的青年人以星星之火造就燎原之势；

百年后的青年人正挺直脊梁，为建立更强大

的中国奋勇前行。”该省征兵办负责人李春雨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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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韦朝武，是安徽省肥西县桃花

镇 繁 华 新 园 社 区 的 民 兵 营 长 ，每 天 上

班、下班都要经过延乔路。我知道它的

名字源于陈独秀先生的两个儿子——陈

延年与陈乔年。但是，我从没想过有一

天它会这么“火”。

8年前，这条路还叫泰山路，因为与市

区的泰山路重名，后来被更名为延乔路。

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在神州大地热播，

陈氏兄弟的事迹深入人心，路边以两位烈

士的英雄事迹制成的宣传板也成了附近

一带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越来越多

的人慕名来到这里。

国庆节期间，我和儿子经过此路时，

他竟然停下脚步主动给我介绍：“这两位

可是了不起的革命英雄。”我以前也常用

先烈的故事教育孩子，但他总是一知半

解。当他主动把陈氏兄弟的故事绘声绘

色地讲给我听时，我震惊之余满是欣慰。

这些融入生活的红色革命故事，迥异于空

泛的说教，更接地气、更有情怀、更具感

召力。

不知何时开始，延乔路路牌和宣传板

旁摆满了人们自发献上的国旗、鲜花和留

言卡片。现在每天下班，我都会习惯性停

下脚步，蹲下细看大家的留言。那些署名

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中国人”“21世纪

新青年”的留言，都让我感动、自豪。现在

的中国早已换了人间，我们这些享受盛世

繁华的后代却从未忘记那些“捐躯赴国

难”的革命先烈。正如留言中写道，“因为

有你们，所以有我们。这份精神，我们接

住了，还要传下去。”簇拥延年、乔年的不

仅是鲜花，更是一颗颗仰慕的心，一股股

致敬的暖流。

前两天路过这里时，我发现路人在摆

放花生和苹果，还有专程从兄弟俩的老家

安庆怀宁带来的贡糕，据说这些都是延

年、乔年生前爱吃的食物。有个女孩说，

她在一处文献中看到“延年想吃花生而不

得”，于是特意买了一些带过来。当我看

到这些食物时，感觉像心疼自己孩子一样

心疼这两兄弟，多想让延年、乔年和现在

的青年人一样，在没有硝烟和战火的和平

年代度过每一天。想起安庆市党史办主

任方庆寨讲过的一段故事。有一天下午，

陈氏兄弟分别从外地工作回来，弟弟乔年

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哥哥延年的房间，

和哥哥打闹嬉戏一番，然后开始商谈革命

工作。他们是革命者，也是普通人家感情

深厚的两兄弟，但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之

际，他们选择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义无

反顾、慷慨赴死。好在政府重新规划这条

路时把二人的名字合在了一起，这样，两

兄弟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延乔路上，原有一所东冠小学，今年 7

月，正式更名为延乔路小学。陈氏兄弟的

英雄故事也进入延乔路小学的开学第一

课。据说，学校下一步还将建设红色党史

教育纪念馆，开展“小小解说员”等一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将传承红色基因纳入学校

重要的教育内容。这将为青少年提供丰

富的精神营养，使他们在成长道路上形成

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延乔路早已不是一条普通的城市道

路，人们通过献花、留言去追缅革命先烈，

表达内心对于英雄、对于青春的致敬与礼

赞。作为新时代的追梦者、奋进者，延乔

路有我们守护，延乔路的故事在我们手中

也会一直书写下去。只要我们还一直记

得，他们就不会消失；只要我们还一直记

得，他们就一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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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合肥延乔路—

山河无恙，你们从未离去
■徐 鹏 本报记者 蔡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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