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年前的今天，日本军

国主义悍然炮轰宛平城，制

造 了 震 惊 中 外 的“ 七 七 事

变”，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

开始，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

的起点。这场战争，给中国

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激发

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和顽

强奋起，并由此开辟了世界

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

时刻，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抗

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中

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

各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正

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

务，经过 8 年浴血奋战，以军

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的巨大

牺牲，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华

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

大转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正 义 与 邪 恶 决 不 容 混

淆 ，历 史 悲 剧 决 不 允 许 重

演。今天，我们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 77 周年，是为了尊

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

肃性，捍卫人类的尊严和良

知；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

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这种纪念，对世界上一切

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文明共识的汇合和凝聚；对那些

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告；对于

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民族精神，民族魂

的张扬和讴歌。

回望 77 年前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七七事变”，回溯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直接原因是国家积贫

积弱、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越是

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铭记历史，越是要倍加珍惜、始

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是要自强不息、

团结一致、共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犯

下的滔天罪行，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

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创伤。亚洲各国人

民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严厉谴责日本军

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并且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

省，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然而，七十多年过去，正义与邪

恶的较量并未结束。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

战犯亡灵，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现实

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

义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

的公然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破坏。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今年是中国和印

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0 周年。今天，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

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爱好和平并不是纵容罪恶，更不等于委

曲求全。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将以最大的决心和

努力，坚决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

后国际秩序，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决不

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77 年过

去，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还在，历史的教训还

在。中国有句古话，“好战者必亡”，正义战胜邪恶、进步

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谁

违抗它，就会受到惩罚；谁尊重它，才能开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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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 6 日公布了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的侵
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佐佐真之助 1954 年 8 月-1956 年 5 月笔供，他
1893 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32 年 9 月到中国参加侵
华战争，任关东军第 10 师团步兵第 63 联队第 3 大队少
佐大队长，1945年 7月任关东军第 3方面军第 39师中将
师团长。1945年 8月 23日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 年 10 月，“我于佳木斯驻防期间”，“当做密探

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国人民约 30 名”，“其中经拷问后杀
害了抗日战士 15 名，人民 6 名”。“在佳木斯东北方约 10
公里之村庄，”“对战场村庄的人民给予了损害，依照我
的命令杀害 5名”。

1940 年 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队在战斗
中曾使用毒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即国民党军——
编者注）战士莫大的损害”。10 月，在浙江诸暨，“杀害
了重庆军战士约 600 名，在这里边包含战斗中重伤者和
被战士杀害的俘虏推测约 40 名。这个罪恶是我平常教
育须杀害这些俘虏的结果。又各大队在战斗中使用毒
瓦斯（绿筒），给予了重庆军战士很大的损害”。

1941 年 1 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挥的第 1 大队“逮捕
密探嫌疑者约 20 名，拷问杀害的约 7 名”；第 2 大队“逮
捕密探嫌疑者约 20 名，拷问之后杀害的约 9 名”；第 3 大
队“逮捕密探嫌疑者约 25名，拷问杀害的约 8名”。

1943 年 12 月，在“荷兰领属东印度安汶岛”，“强制
的使用印度尼西亚妇女十数名，设立一个慰安所，供给

日本兵士之用，这是对印度尼西亚妇女重大的侮辱行
为”。

1944 年 6 月，在从浙江金华向衢州作战中，“杀伤人
民约 50名”。

1944 年 12 月-1945 年 5 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军
及抗日团之密探嫌疑者共约 90 名，在调查拷问之下共
杀害约 30 名”，“于步兵联队宣抚班，也对中国人民进行
欺骗的宣传，在其行动中虐待人民，其中杀害约 6 名”。
在湖北当阳，“对奋起正义行动的多数人民，殴打虐待致
杀害约 20 名”。“为了教育刺杀练习试斩等使用，惨杀了
俘虏 5 名”。“师团于湖北省驻防期间，在当阳从以前就
设立的日本人经营之慰安所，使之供给日本军队慰安，
师团对此经营予以支持。该慰安所里有中国妇女十数
名，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战争，而陷于生活困苦，
被强制的收容从事贱业。我想在宜昌、荆门也有和这同
样的慰安所。”

1945 年 1 月，在湖北当阳，“杀害了俘虏约 5 名”。
“师团将各部队军官召集到当阳，进行毒瓦斯教育之际，
把 2 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为试验毒瓦斯效力使用。又
师团军医部，把 4 名俘虏放入瓦斯室内，进行毒瓦斯效
力试验而虐待，终于把他们都杀害了”。

1945 年 2 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马山屯“杀害了中
国无辜人民约 15名”。

1945 年 3 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杀害重庆军战
士约 3500 名（于此之中，包含杀害俘虏若干名）”，“杀害
中国人民约 200 名”，“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 50 名”，

“烧毁民房约 200 户”。“为了隐匿师团之作战企图”，“阻
止了 3 名人民通行，并杀害之外，于其他村庄道路等，逮
捕虐待人民，杀害十数名”。“在南漳方面作战中，发现由
中国人民 4 名用担架搬运 2 名负伤的重庆军战士中，便
将该负伤战士 2 名杀害，并将逃跑的搬运中之人民 4 名
也射杀了”。“各步兵部队于攻击战斗期间，使用毒瓦斯
及炮兵发射瓦斯弹，给予重庆军损害”。

另：
1932 年 9 月-12 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 35 名，平

常时约 8名，计约 43名”。
1934年 3月-12月，“杀害人民：约 10名”。
1936年 3月-1937年 5月，“杀害人民：约 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3名，

平常时约24名，计约27名”，“强奸妇女：平常时1名”。
1942 年 12 月-1944 年 1 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 3

名，平常时约 21 名（以外负伤约 15 名），计约 24 名”，“糟
蹋妇女（慰安所）：十数名”。

1944 年 2 月-11 月，“杀害人民：作战时约 50 名”，
“平常时约 2名”，“强奸妇女，1名”。

1944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杀害俘虏：作战时约 6
名，平常时做刺杀教育用约 5 名，试验毒瓦斯教育用 6
名，其它 5 名，共计约 22 名”。“杀害人民：‘作战时约 204
名’，‘平常时约 65 名’。‘计约 269 名’。‘强奸妇女，作战
时约 50 名（推测数）’，‘平常时约 17 名（包含慰安所）’，

‘共计约 67名’”。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新华社长春 7 月 6 日电 （记者宗巍 刘硕） 吉林
省档案馆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日军曾在中苏蒙边境
地区秘密修筑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军事工程，而在修
筑这些军事工程中，数十万中国劳工遭受了非人待遇。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介绍，
从 1934 年到 1945 年间，为防范苏联进攻，日本采用摊
派、抓捕劳工和非法使役战俘等手段，在中、苏、蒙边界地
带修筑了绵延数千里的军事工程。

在 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三月）》中，珲春煤矿会社
的田中操三写给长野县半田彦七的信件中提到：从张鼓
峰到东宁的国境线地下，修筑了不逊于马奇诺防线的重
要要塞。《通信检阅月报（四月）》中记载：“为预防对苏战
争，正在全速修筑军事工事，特别是机动车道、铁路、其他
还有飞机场、‘碉堡’等。”

日本人高井安一在 1939 年发出的信件中提到了当
时修筑工程的情况：主要是军用道路，每天都在挖山填谷
地建设新道路，一日能修筑六千米左右。

为了满足巨大工程量的需求，日军征集使用了大量劳
工。据档案记载，这些劳工大多是从当地招募的劳工。
1939年《通信检阅月报（九月）》记载：“苦力达 5万人之多
⋯⋯不管怎么样，必须在10月末完成18里道路的修建工
作。”在《通信检阅月报（六月）》中还记录到，工程施工中还
使用了朝鲜劳工。

在修筑这道“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过程中，这些劳工遭遇
了非人待遇。“藤田组的劳工在20日的时候有24人死亡。其
他的部队劳工人员中每天也有一两个人死亡⋯⋯所以狗或
者是劳工如果得病的话也不会给他们吃药，更不会带他们去
看医生。而且医生也绝对不会进行医治，所以当然会死去。”
在1940年《通信检阅月报（五月）》中，小山水平发往大阪市
的信件中描述了劳工被当做狗一样看待的状况。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表示，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
程、奴役劳工罪证的档案，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险
恶企图，这些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的档案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记者毛伟豪 岳瑞

芳） 虽然“七七事变”已过去了 77 年，但回忆起亲历“七
七事变”后的血泪生活，北京 83 岁的郑福来老人依然难
以释怀。

“如果日本右翼势力敢再挑起战争，那就老账新账一
起算。”七七前夕，郑福来老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几度激动地拍着桌子说。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密集的枪炮声把年仅 6 岁的郑
福来从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一看，外面黑洞洞的。”郑
福来回忆道，炮弹就在他家北房西边落下爆炸。奶奶让
他顶着锅盖跑，和母亲妹妹一起逃往长辛店。在北头小
树林里，他看见一排排国民党 29 军将士遗体，“那个情景
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1931 年 10 月出生的郑福来，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
桥头。曾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卢沟桥镇镇长的他，
在退休后仍然和年轻时一样，经常利用遛弯时间和节假
日，为“卢沟桥事变”那段历史做义务讲解员。

“多活一天我就多讲一天，要是能活到 100 岁，我就
讲到 100 岁，我要尽自己平生之力宣传抗战历史。”郑福
来说。

在来访的日本人中，一些人拒绝承认侵华战争中日
军犯下的罪行，这让郑福来老人很愤怒。

日本最近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闻郑福来也看到了，他
皱紧眉头说：“从现在看，日本右翼势力不仅要否定历史，
而且还喊出中日必有一战口号，真是磨刀霍霍。咱们一定
要提高警惕，我们老一辈人有责任、有义务敲响警钟。”

真相·侵华日军档案最新研究发现

日军在中苏蒙边境修筑秘密军事工程

这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中央检阅部 1940 年《通信

邮检月报（三月）》的扫描件（7 月 1 日摄）。档案记载了珲

春煤矿会社田中操三写给长野县半田彦七的信件摘抄，

记录了从张鼓峰到东宁的国境线地下修筑了不逊于马奇

诺防线的重要要塞，此内容因暴露了日军对苏秘密军事

工程而被删除。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使用6名俘虏试验毒瓦斯效力
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佐佐真之助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使用6名俘虏试验毒瓦斯效力

7 月 6 日，在北京卢沟桥，人们点燃蜡烛缅怀抗战先烈。当日，居住在北京

丰台区卢沟桥附近宛平地区的群众自发组织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祭

奠英烈活动，寄托对抗战先烈的哀思。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京 城 百 姓 自 发

祭 奠 抗 战 英 烈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今
年 6 月以来，中宣部宣教局、中国
文联国内部作为指导单位，《党
建》 杂志社、中国楹联学会、中华
诗词学会作为主办单位，组织开展
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楹联、
诗词征稿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踊跃
投稿、积极参与。截至 7 月 6 日，
本次活动共收到楹联 7000 多副，
诗词 9000多首。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各地各部
门的大力支持，各级楹联学会、诗词
学会积极组织会员和楹联、诗词爱好
者参加。重庆市楹联学会、河南省平
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贵州省玉屏侗
族自治县诗词楹联学会、北京市军休
办莲花池军休所等单位积极组织楹
联诗词爱好者集体投稿。

来稿中，一些作者讲述了自己
和亲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悲惨经历，

许多孩子们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
对未来的向往。此外，此次征文活
动还吸引了海外同胞的广泛参与。

参与此次活动的干部群众表示，
要始终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刻缅
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大
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楹联、诗词征集活动反响热烈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单保

江 王金虎报道：近日，山西、山东
等地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主题活动。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
今走向繁荣富强⋯⋯”7 月 6 日，嘹
亮的歌声飘荡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
军太行纪念馆广场上空。来自全县
社会各界的群众自发组织，隆重举
行“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主题活动。

7 月 7 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的日子。作为“八路军的
故乡，子弟兵的摇篮”的武乡县，
在抗日战争时期，先烈抛头颅、洒

热 血 ， 铸 就 了 伟 大 的 “ 太 行 精
神”。老区儿女怀着对革命前辈无
比崇敬的心情，齐聚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广场，千人合唱、万人签
名，深刻缅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
献身的八路军烈士，从而激发全
县人民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
忘 国 耻 、 圆 梦 中 华 的 爱国情怀，
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
力量。

从 7 月 5 日至 15 日，在武乡县
的凤凰山八路军抗战纪念碑前、长
乐村战斗纪念碑前、砖壁村、王家峪
村总部所在地，广大群众也纷纷开
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武乡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安占伟说，我们要始
终铭记这段历史，提醒每一个人，更
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珍爱和平
发展，更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为实
现我们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烟台市牟平区雷神庙，记录了
山东抗战史上难忘的一页。1938
年 2 月 13 日在这里发生的雷神庙
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仗。近
日，烟台市组织群众来这里参观和
凭吊先烈。来自张裕集团的青年员
工王强指着墙上的累累弹孔说：“我
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历史上这
悲惨的一幕，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
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山 西 山 东 举 行“ 勿 忘 国 耻 、圆 梦 中 华 ”活 动

“七七事变”亲历者郑福来：

日本敢再挑起战争，就老账新账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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