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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 《义勇军进行曲》，张扬

着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奋起抗战，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军

的伟大精神，迸发出悠久文明古国蕴藏的强烈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从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到

1945 年 9 月 3 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抗战、持

久抗战、英勇抗战，夺取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侵

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

神，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 中指出：“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的伟

七七事变前，日军一直试图重演“九一八”事变的计谋，
希望挑起事端，扩大在华侵略范围。驻丰台日军不断进行以
宛平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面对日军的挑衅行为，中国第
29 军毫不畏惧，积极进行防御演习，并加强了对卢沟桥地
区的防御。

7 月 7 日 19 时 30 分，驻丰台日军再次在中国守军驻
地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然而，演习结束后，日军却突然声
称演习中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日军士兵“失踪”，要求
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方面一方面严词拒绝了日军
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加强了宛平城的守备，并派警察
保安队搜寻“失踪”日军士兵。中国军队在城内搜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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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 颜晓峰

力，不仅在于人数和组织，更在

于民众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

无形胜有形、无声胜有声、无锋胜

刚强，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

力量。日军穷凶极恶、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但在抗日军民筑成的铜

墙铁壁面前，最终失败投降。伟大

的抗战精神，胜过了历经千百年修筑

的万里长城，胜过了北洋水师耗费巨

资购置的铁舰重炮。

抗战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把亿万工农群众吸引到抗日救亡、民

族振兴、人民解放的恢弘事业中来；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各阶级、各党

派、各民族、各行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意志。抗战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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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儿女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

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

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抗

战精神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杨靖宇、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

张自忠、戴安澜，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抗

日爱国将士，担当民族的脊梁，冲锋在抗战

最前线，矗立起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浇铸出

光照千秋的民族魂。抗战精神是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三光”政策压不倒，

极端困难难不倒，“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人民必胜、正义必

胜，希望在心间。

历史激荡人心、照亮未来。今年，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格外盛大隆重、意义深远。这是战后出生

和成长，享受 70 年无大战的一代人主导的纪

念，是中华民族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关

键时期来临的纪念，是中国共产党重整行装再出

发、中国人民充满期盼向复兴的同时启动的纪

念。抗战精神是一部伟大的珍贵的教科书，是民

族精神的一座高耸丰碑，我们永久铭记、永远

传承。

今天，《义勇军进行曲》 的旋律时时冲击心

扉，“我们万众一心”的呼唤每每引发深思。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筑成民族新

的长城，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实现民族复兴，

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精神力量的驱动。虽

然目前没有外敌全面入侵的现实危险，但民族前途

和国家命运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自强不息、攻坚克

难的中国精神，是突破“决定之局”、迈过“关键门

槛”必不可少的勇气和锐气。虽然和平建设时期没有

大量的流血牺牲、献出生命，但先锋队的模范带头、

奉献行为同样是民族的楷模，时代需要和呼唤中国共

产党精神。虽然全面小康的利益“最大公约数”不同

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共同利益，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意识同样是社会和谐、同舟共济、互助互爱的“精神水

泥”，筑成民族精神新的长城就能增强改革发展新的

合力。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国梦的

总纲领，也是塑造民族精神、筑牢新的长城的基础工

程。“四个全面”是在筹划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用

“两个实现”来展现发展前景和树立共同理想，引领民族

复兴走上新的征程；是在强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机制，

用锐意改革、破除藩篱障碍来转变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是在夯实实现民族复兴的制度基础，用长治久安的法治之

道来增强大众信心和良好预期；是在造就实现民族复兴的

核心力量，用重振党心来重鼓民心。“四个全面”深入社会

实践、深入党心民心，就是民族精神的再提升、新的长城的

再强固。

没有找到所谓的“失踪”士兵，凌晨 2 时左
右日军方面已得知“失踪”士兵志村菊次
郎已经自行归队了。而日方还试图隐瞒
这一消息，其后更将志村菊次郎遣送回
国。至此，一场“失踪”闹剧本应结束，但日
军方面却仍提出了要求宛平城内中国驻军
向西门撤退、日军进城谈判、查明“失踪”情
形的无理要求，中方当即反驳日方：查明

“失踪”情形根本不需要进城谈判，日方自
行询问该名士兵即可。同时，为周到起见，
中方还是派出县长王冷斋在内的五人出城
与日军谈判。

然而，7 月 8 日 5 时日军却突然向中国
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据宛平县长
王冷斋回忆：他刚跑出县政府大门十多米，
日军的炮弹就尾随而至，县政府的办公室全
部被毁，房屋倒塌器具粉碎炮弹破片累累。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第 29 军被迫进
行自卫还击，七七事变由此爆发。卢沟桥畔
的狼烟，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便发出“平
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
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呼声，
号召全国民众共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
城，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战争事
态，迅速对华增兵，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
战争。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日军不断制
造事端，侵略触角不断蔓延。7 月 28 日，日军
向驻守南苑的中国第 29军发动总攻。“军人战
死沙场乃是本分”，正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中国
守军与日军血战 5 个多小时，副军长佟麟阁将
军在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成为全
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位以身殉国的高级将领。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不幸殉
国，南苑失守。29日，北平全面落入敌手。

卢沟炮声、北平沦陷，亡国灭种的危机极
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抗战情绪，请战的呼声不绝
于耳。举国上下都准备以“无尽量惨痛，性命
财产，悉置度外”，坚决抵抗日寇。天津《大公
报》评论道：“目前举国一致准备拼命自卫的精
神，真不是几年前所能想象的。只凭这种精
神，即可保我民族绝不致衰亡。”

时至今日，七七事变爆发近 80 个春秋。一
个看似由“小人物”引发偶然的事件，却深刻改
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这看似偶然的事
件，却是日本近代以来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

“小人物”志村菊次郎只不过是日本侵略炮火的
引线而已，他的再一次出现是在 1944 年被中国
军队击毙在滇缅战场。这位“小人物”的命运恰
与其祖国两相呼应，此时的日本也已是强弩之
末，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
提高，“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铿锵有力的口号，
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华民族走向团结抗战的道
路。中华民族以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精神，顽
强抗击敌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
彪炳史册的贡献，也向世界证明：中国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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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卢沟桥 远 舟摄

不忘卢沟枪声不忘卢沟枪声 铭记历史沧桑铭记历史沧桑
78 年前，日军的炮声打破了北京卢沟桥畔宛平城的平静，中华民族也开始了 8 年全民族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