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 史 从 未 走 远 ， 历 史 与 当 下 相
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一个
带着我们进入抗战历史大时空的小时
空。“历史不能忘记——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展”，330 张图片、
192 件文物正有力地展示着近代以来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
画卷。

关注历史，不分老幼。风华正茂的
学生、年富力强的白领、白发苍苍的老
军人⋯⋯几代人在展厅中追忆曾经的壮
怀激烈，感受炮火中仍然昂首竖立的万
里长城、中华气魄。

2014 是农历甲午之年，120 年前日
本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和
抗日战争，均由日本发动，但不同的结
局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民族虽历经磨
难，却始终自强不息。

展览的多媒体展区，大屏幕滚动播
放着纪录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相之中
国战事》，观众安静地驻足观看。配有
战争照片的展板、沉重的历史文物、讲
解员讲的故事、大屏幕上的抗战纪录片
⋯⋯观众仿佛“穿越”回中华民族誓死
抵抗侵略的一个个具体场景，听到自己

“砰砰砰”的心跳声：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
吼声⋯⋯

历史容易被遮蔽、被篡改。把曾经
存在的原原本本陈列出来最具说服力。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展”
上，宋哲元赠史量才的喜峰口长城战役
杀敌大刀，抗日英烈张自忠牺牲处鲜血
染红的石头，战犯冈村宁次呈缴的指挥
刀，侵华日军投放的细菌弹⋯⋯一件件
展品实物穿越历史硝烟，以历史本来面
目呈现在观众面前，还原了日本侵略者
在中国的所做所为，罪行昭昭，不容狡
辩。

不忘记历史，是为了缅怀先烈。9
月 3 日，我们将以国家之名来纪念抗战
胜利，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缅怀为民族解
放而牺牲的英烈。他们为国家民族舍生

取义，值得我们永远尊重。
中国人民坚持反侵略斗争，与世

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使得抗日战争取得
胜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对二战的罪
行始终回避、讳莫如深，甚至冒天下
之大不韪，置和平正义于不顾，篡改
历史。在历史证据面前，他们如跳梁
小丑。

历史不能忘记，是为了以史为鉴，
走向未来。铭记这段民族的历史不是为
了记住仇恨，而是感受全民族奋起抗战
的精神，感受今日美好生活的不易。

展厅中两座雄伟的柱子由两组震撼
的 数 字 包 裹 着 ： 3000 万 人 口 伤 亡 、
6000 亿美元损失。中国以惨重的民族
牺牲和艰苦卓绝的抗争，承担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使命。在这场
关乎人类命运的战争中，中华民族为保

护世界和平和促成各民族解放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参观者中有很多青少年，对他们而
言，重温历史是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
20 岁大学生曹晖说，“记住历史的教
训，方能振兴中华民族。对抗战胜利的
国家纪念，正是向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普
及历史知识、明确爱国内涵的大好时
机。”17岁学生苗韩雨说，“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我们应该从现
在起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用自己能力
去保卫祖国，千万不要让历史悲剧重
演。”

观众留言簿上，来自河南省南乐县
的 68 岁 退 休 职 工 韩 旭 民 8 月 26 日 写
道：“历史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每
一个儿女都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为
实现‘中国梦’凝聚力量！”

上图 复修后的受降纪念坊

杨志东摄
下图 为 1947 年纪念抗战胜利修建

的抗战胜利受降纪念坊正面原始照片

“烽火八年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
江。”1945 年 8 月 21 日，日本降使今井武
夫一行飞抵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
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
细命令备忘录，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从
此以中国抗战胜利受降名城闻名。

8 月 28 日，风和日丽。记者追寻着
历史足迹，来到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受降旧址，只见旧址外
的停车场停满了自驾车和
旅游大巴车，前来参观的中
外游人络绎不绝。

踱入大门，纪念二战胜
利的标志性建筑——“血”
字形受降纪念坊耸立眼前，

这座牌坊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保持了特
有的民族建筑风格，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
不屈的浩然正气。它高 8.5 米，宽 10.64
米，厚1.1米，青砖砌就，水泥为底，镶嵌明
山石上，刻有国民党军政要人题词。这是
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
降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为“中国凯旋门”。

拾级而下，向前行 60 多米来到中国
战区受降典礼会场。这是一排黑色的西
式平房，会场一切如旧，正面墙上悬挂孙
中山画像，画像前陈列着当时的桌椅等
原物，并标出了当时中、美、日各代表所
坐的位置。

在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记者仿
佛身临其境，似乎看到了面对中国陆军
参谋长萧毅肃等受降军官和中外记者，
日本投降代表桥岛芳雄多次拿出手帕、
不停擦汗的情景。

进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
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青石碑。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抗日胜利受降纪
念坊坊记碑。坊记碑始建于 1946 年，碑
长 175 厘米，宽 81 厘米，高 7 厘米，223 字
铭文，是国内唯一反映日本向中国投降
的坊记碑，也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
建立的一块标志性坊记碑。

在档案室中，芷江受降纪念馆馆长
吴建宏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告诉记者，这是一张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筹备处全体职员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拍
摄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字
样清晰可见，由当时芷江县城一家叫爱
尔特的照相馆拍摄的。

听完照片内容介绍，记者来到芷江
飞虎队纪念馆中美空军俱乐部前，也就
是当年拍照的地点，望着保存完好的俱
乐部，记者似乎感觉到了当时日本投降
典礼签字筹备处全体职员合影时那一刹
那的骄傲和自豪。

硝烟散尽是和平。如今，芷江仍完
好保存着许多战时遗迹，如“血”字形受
降纪念坊、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抗战
胜利受降纪念馆、芷江机场、中美空军指
挥塔、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等。

69年前，芷江这座湘西边城被推到了
世界的前台。今天，“小白鸽嘀咕，小白鸽
嘀咕，唱着友爱唱着和睦，小白鸽飞呀飞
舞，天下和平永远幸福⋯⋯”这深情、优
美的县歌《和平之声》，时时飘荡在侗家
城乡。记者徜徉在芷江大街小巷，“和平
药店”、“和平超市”、“和平饭馆”等以“和
平”命名的商家随处可见，和平文化已成
为芷江走向世界的名片。

国家档案局从 8 月 25 日起连续 30 天
在其官方网站每天发布一集《浴血奋战
——档案里的中国抗战》专题档案，它选取
了抗战中的 30 个重大或有代表性的战役、
战斗的档案，重现当年中国人民那可歌可
泣、浴血奋战的历史壮举。

从卢沟桥事变、阳明堡战报、平型关大
捷，到台儿庄战役，翔实的史实记载了国难
当头，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精诚团结与誓
死卫国的决心和努力。

《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栏
目让网友能一睹大批史料，其中包括“第二
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日军已撤至丰台并
表示誓与敌周旋致蒋介石电”、“第二十九

军在卢沟桥抵抗日军进犯照片”等 10 件珍
贵档案。珍贵的文件包含着历史的沧桑，
散发着硝烟的味道。

档案记载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
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之前就告诫部下：“国
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
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
国家及我 5000 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
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
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
忠将军在赴战场之前留给他的战友冯治安
将军的诀别书留存了下来。诀别书写道：
以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
得到安慰。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

不得而知⋯⋯
“我们希望让人们通过这些档案看到，

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得来的，是来之不易的。”国家档案局副局
长李明华介绍，这些珍贵的史料向世界展
示出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也让我们看到
了自己肩负的责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
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历史
使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人
义无反顾、勇敢承担，谁来冒犯都要失败。

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见证胜利与和平
□ 刘 麟 龚卫国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历史从未走远
□ 孙 璇

沧桑历史记录自强不息
□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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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呵护着长眠的
6 万多位先烈。走进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心中充满了肃穆庄严的感觉。

陵园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区,坐落在
金雀山下沂水岸边。昂首望去，烈士纪
念塔高耸入云。陵园东西两侧，7 座风格
各异的烈士墓，格外引人注目。在陈明、
辛锐夫妇墓前，解说员说，这里安息的是
一对夫妇，丈夫陈明生前是山东省战时
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妻子
辛锐是济南大明湖畔有名的才女，两人
在抗日战斗中结为夫妇。

讲解员为我们讲解了山东抗战史上
最惨烈、悲壮的一幕。1941 年 11 月，日
军和伪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

“扫荡”。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在双

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抗日
力量浴血奋战，9000 多人成功突围，但
付出了千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陈明率
领 60 余名山东分局和战工会机关人员，
在大青山与敌激战一昼夜。突围时，陈
明双腿负伤，他严厉命令警卫员突围，自
己伏在沟岸上，三枪打死 3 个鬼子，最后
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辛锐也
牺牲了，她的梦想——抗战胜利后举办
一次个人画展，再也无法实现⋯⋯

也是在这次突围中，年仅 22 岁的女
共产党员陈若克，因怀孕即将临产，行动
不便，落入日寇之手。日寇严刑拷打，陈
若克誓死不屈，与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婴
儿一起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

多少美满的家庭，多少幸福的梦想，

和大好河山一起破碎。日寇在中华大地
上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一位正在参
观的市民愤怒地说，这些强盗，给中国人
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但是现在日本
领导人不反思，不后悔，坚持参拜供奉在
靖国神社里的战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
民的感情。

烈士陵园内，一尊高 3.8 米的汉白玉
质半身像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德国记
者汉斯·希伯。他在临沂采访报道我抗
日根据地情况时，被日寇包围在大青
山。突围时，他拿起枪，成了一名无畏的
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被敌人
击中，血染沂蒙，壮烈牺牲，时年 44 岁。
他的雕像，一手持钢笔，一手持采访本，
目光深邃，若有所思。但是，他再也不能

写出那报道全人类共同抗击邪恶势力的
华章了。

步履沉重，心情更沉重。在抗日战
争纪念馆里，泛黄的命令书、作战地图、
缴获的敌军手枪、将军破损的皮带、战士
的家书、支前民工的手推车⋯⋯一件件
实物，一幅幅照片，佐证着那不堪回首的
残酷岁月，也把人们的思绪引向历史深
处。我们每一寸河山，每一把土壤，都浸
透了烈士的鲜血。

临沂市党史委主任李洪彦说，临沂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抗战和解放战争时
期，八路军第一纵队、115师司令部、新四
军军部、华东野战军总部等曾长期驻扎
在这里。当时沂蒙根据地 420 万人口，
有 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21 万多人参军
参战，10万多名烈士英勇牺牲，涌现出红
嫂等一大批先锋模范人物。

李洪彦说，以史为鉴，我们要牢记历
史教训，要发扬沂蒙精神，开拓奋进，把
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要让长眠在
九泉下的烈士们放心，历史的悲剧决不
能重演。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寸寸河山血染成
□ 单保江

历史不能忘记。69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即将到来，让我们重温那段华夏大地上全民抗战的峥嵘岁月，缅怀那些逝去但又未曾远去的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