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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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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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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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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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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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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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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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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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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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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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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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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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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Rule of Law Economy: the Economic Law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s Qin Xiaohong

The maturity of economic law is mark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and adaptive legal sys-

tem. The problem-oriented economic law research paradigm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needs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explains the economic policies systematically, and makes remarkable achieve-

ments, but also causes the “legal hole” of the economic law system.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ule of law economic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economic law norms system to guide

and regulate the economic operation. The economic law based on norms must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s system of e-

conomic law.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lk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the totality theory,

the structure theory and the function theory of economic law,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back-

ground, com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law system.

（6）Memorial Ceremon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Taking the Jiangxi

Public Security Heroes’ Memorial Wall as the Investigation Field Wu Na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which the

subject continuously understand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rnalizes them in the mind and exter-

nalizes them in the action. Ritual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dentifica-

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rough the repeated practice of various symbols, ritual can concretize,

visualize and live the abstract core values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ideology. The memorial ceremony,

with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building collective memory, uniting social consensus,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belief and forming value identity, is a vivid carrier of the constant, concrete and visualized

obser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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