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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
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翻开
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第一章第一句描写的就是
1937 年 7 月 6 日宛平城外的场景。这是中国人民全面
抗战开始的前一天，“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
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
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在《抗日战争》的作者王树增少将看来，准确讲述
饱含中国人民血泪的抗日战争，是不容亵渎的大事。
作为创作出《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知名军
旅作家，王树增常年奔走在研究史料、实地勘察、案头
写作的途中。“我不写战史，我是用作家的理解去解释
历史，再把这种解释传递给读者，或者叫引领读者来理
解历史。”王树增说。

以实叙史

写作当代战争题材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不断
地从各种线索、资料、口述实录中掌握详实的素材，并
且去伪存真，还原真实的战争面貌。“我写的是非虚构
文学，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虚构，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
都不能虚构。”王树增说。创作战争系列文学伊始，王
树增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阅读电报。在他看来，没有什
么比电报更真实了。后人的记述和亲历者的讲述，都
会根据个人的需要，或者根据个人情感的指向，让历史
发生些略微的走样，而电报不会。

在书中，作者源引了大量的电报，每一个章节都有电
报来佐证事态的进展。国共合作是抗战得以胜利的关键
之一，但是当时处于不同立场的毛泽东、蒋介石、阎锡山
都有自己的考量。在平型关大战前夕，前方硝烟正浓，后
方将士摩拳擦掌。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阎锡山现在处于
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
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

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
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
的。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
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和整个
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大战中各方惊心动魄的角
逐往往是读者最关心的环节。
王树增用大量详细的资料为读
者推展开一幅烽火硝烟的画
面：日军哪一支部队到达什么
地区，谁指挥的？共产党领导
的一一五师中迎头截击的部队
是谁带领的？这支部队的装备
如何？平均年龄是多大？是怎
么发出开火命令的？是谁拉响
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
同归于尽的？⋯⋯在夯实的史
实背后，普通的读者能从过去

仅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进而了解到战争的残
酷、曲折、惊险。作为作者，王树增也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过去国民政府总说，共产党武装是一支穷途末路
的乌合之众，现在明白八路军不仅能打敢拼，而且面对
强悍的日军打了一场胜仗，这足以证明一个真理，只要
中国人民挺起腰杆拿起武器，抗战的胜利就有希望！
在那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希望比金子更宝贵。”

记录英雄

英雄辈出是今天的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人的认识之
一。在王树增的笔下，英雄的面目是各不相同的，他们
是国共将士，是老幼妇孺，是所有敢于站出来反抗、奋
战、救助的人。

《抗日战争》中描述了一段发生在淞沪会战中的故
事。四行仓库的枪声响起，在隔岸的上海市民中，有一
个年仅 15 岁的小女孩叫杨慧敏，看到对岸围绕四行仓
库的三个方向飘着日本太阳旗，一个方向是英国米字
旗，她决心要让中国国旗在仓库楼顶升起。于是，她潜
入公共租界，开始了惊人之举。“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
一面大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再罩上制服⋯⋯我卧倒在
地上，爬过马路，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我把浸
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这一
群捍卫祖国的英雄们都激动地流下泪来了！”

王树增对英雄的描写不计笔墨。“我崇尚英雄，特
别崇尚老百姓当中的英雄。有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大
娘，她家的炕头曾是我们军队士兵的病床，病员住几
天，弄些米汤一点点喂，然后用担架抬走。我看了一个
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说他忘不了大娘在他耳边说的一
句话：‘孩子，你命大，咱们娘俩日后再见。’我说这个大
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百姓承担的是大道义，共产党
不能忘了他们。如果认为只有堵枪眼才叫英雄，那就
太狭隘了。”

中国人自古就有英雄情结，抗战中牺牲的无数革
命烈士至今仍是我们心中的明灯。张自忠将军在抗战
中一直身先士卒，抱着必死的决心。王树增说：“他最
后在枣宜战役中牺牲了，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是怎
么牺牲的：张自忠留有遗书，他知道自己一过襄河肯定
会死，但仍然战斗到最后只剩他一人。张自忠的以身
殉国之举震惊了全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为张自忠
召开了追悼大会，周恩来撰文写道：‘其忠义之至，
壮烈之气，只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我想，这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条以‘张自忠’命名的城市
街道的原因吧。”

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怀着对英雄的敬仰珍视胜利的
果实。“对抗日英雄的歪曲演绎戏谑的不是对手，而是
我们自己，”说起一些人对抗战的曲解，王树增很愤慨，

“世界上有出息的民族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不会什么都
拿来娱乐，祖宗不能娱乐，英雄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
随意讲述”。

精神启迪

与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相比，中国人并不尚武，但是
中国人从不缺乏血性和骨气。抗日战争给当代中国人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树增说：“从我的‘战争系
列’来讲，每部作品我都会预设主题：《长征》是永不言
败，《解放战争》是写人民的力量。而《抗日战争》是想
表现我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之所以有如
此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希望能给当代读者提供一种精
神上的启迪。毕竟，从中国苦难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
天，尚不能说国人已经完全警醒。”在沧桑历史的背景
下思考民族精神，是王树增长久以来的关切。

在《抗日战争》中，王树增并没有止步于对敌我双
方军事谋略、战术安排等细节的描摹，而是渗透了他的
历史观和战争观，浓墨重彩地凸显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所酝酿的精神力量。“写当代战争题材作品，我觉得最
重要的不是对人和事的评价，而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
你的态度，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是接
近真理。”

如同一个人需要知道他的家谱一样，一个国家和
民族须有一部代代相传的可以依循的精神图谱。“我崇
尚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文学不但是审美意识形态，
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托举社会道
德、铸造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王树增说：“《抗日战
争》是我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最后一部长篇纪实
文学，我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为当代
中国读者书写这样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
受屈辱，但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头
颅。英雄的鲜血浸染了田畴旷野，不死的英灵守望着
江河山川。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是用中华民族的胜利书
写出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量代
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据媒体报道，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高管近日向二战期
间强征的美军战俘劳工道歉。此前，日本政府曾两度向美方致
歉，这次是日本大企业首次道歉。而在二战期间，从1943年3
月开始，到1945年5月止，日本军队共强掳中国劳工169批，
计41758人，由于非人的虐待与残酷压榨，中国劳工乘船到日
本之前已死亡2823人，到达日本后，死亡6830人，计9653人，
死亡率高达23.1%（见《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
出版，下同）。面对血淋淋的数字与铁的事实，日本政府和企业
至今不肯向中国诚恳道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虽从朝鲜
征用了大批劳工，仍不能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遂按照大企
业的要求决定强掳中国劳工。1942年12月，日本企画院组织
了“华北劳动事情视察团”。这次所谓“视察”，为强掳中国劳工
的具体实施，提供了详细资料。

从中国强掳的劳工运抵日本后，劳工住的多是临时用木板
搭成的简易房，没有窗户，四面透气，夏天如蒸笼，冬季则如冰
窖，时常有冻死人的惨剧发生。与其说是劳工，不如说是“囚
犯”，没有一点行动自由。劳工吃的多为稻米糠、玉米面、麸子
面、豆饼面、橡子面、鱼骨粉之类，量极少。劳工劳作一天，晚上
每人只给一碗稀得能照见人面孔的稀糊糊。人们饿着肚子干重
活，身体越来越弱，一个接一个地病倒。可是，一成了病号，粮食
又要减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所以不得不坚持出工，于是死
亡来得更快。在花冈曾出现过烧尸劳工饿极了，先烧老鼠吃，后
来找不到老鼠而吃烧焦的人肉的惨剧。劳工干活时，有的只围
块兜裆布，有的就赤脚光身子。冬天，劳工没棉衣穿，有的把毯
子披在身上干活，有的穿草鞋蓑衣，有的把水泥袋、麻袋、草袋
用铁丝或绳子捆在身上，裹在脚上，用以御寒。冬天穿着草鞋在
冰雪里行走，双脚的温度使鞋上的冰雪融化，在严冬中又被冻
成了冰鞋，这样冻了化，化了冻，两只脚成了两个冰疙瘩。有劳
工回忆：“许多人将水泥袋裹在躯干和四肢上，成了‘纸人’，但
是若被日本人发现后，就让在寒风中连衣服一起脱下，还要在
山坡上罚站，冻得人四肢麻木、毫无知觉，有的甚至丧命。”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恻隐之心本
应是人之天性，但日本工头和监工却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
看，视中国劳工为俎上之物，任意宰割。每天都有不少劳工被
砸死、压死、病死、累死、饿死、冻死、被狼狗咬死、被日本监工
打死。劳工死后，尸体放入小木箱里，送到烧尸场火化。开始死
的人少，单独火化，单独装骨灰盒，后来死的人多了，就几具尸
体一起烧。然后随便捡点骨灰，装进骨灰盒，写个名字，就算了
事。日本人为了不让在死亡报告书中显出一天中死的人数太
多，还在骨灰盒上将死亡时间分别写上不同的时期。据日本外
务省统计，平均5.5人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在135个劳工
场所中，就死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其中40%以上
的有7个。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中就死亡了104
人，高达52%。川口芦别第二批强掳的100名劳工，死亡65人，
死亡率高达65%。

二战结束已经70年，当年的劳工幸存者也已进入耄耋之
年，可日本政府和企业至今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逝去的灵
魂用它无辜的悲凄细数着过往的残酷与恐怖，而今的日本人
亦有灵魂回归的一天，他们该如何面对那些曾经的过往？一个
连自己过往错误都不敢面对和承认的民族，还能用什么来向
世界证明自己的发展？或许，他们希望岁月的风尘可以掩埋他
们曾经的罪恶，可以赶走那些被残忍吞噬的无辜灵魂。但是，
往事岂能如烟？

□ 侯仰军

往事岂能如烟

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中国唯
一全面反映八路军和华北各根据地全面抗战史实的大型
军事专题纪念馆。这里留下了八路军在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辉煌战绩和太行儿女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

“全国动刀兵，一齐来出征，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
这路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区陕甘宁⋯⋯”在八路军将士出
征歌的旋律中，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历史的画卷徐徐展
开。馆内资料显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中国工农
红军改编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这支
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
帮助和支援下，在以华北为主要战场的广阔国土上，与凶
恶的日本侵略者和伪军进行了长达 8 年的殊死搏斗。他
们先后作战 9.98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24 万余人，缴获各
种枪支 45.5 万余支（挺），攻克县城 312 座，收复了大片沦
陷国土，拯救了受难的广大同胞，挽救了危亡中的中华民
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展览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在大量的图片、实物
面前，历史的真相被逐步还原。

一张老照片展现了 1937 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
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旧址。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
刻，党中央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作为中心任
务。同年，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
革命第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三师之
众，东渡黄河，出师华北，重创日寇。

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
斗》的宣传提纲上写道：“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呼声振聋发聩。在党中
央强有力的号召下，八路军逐渐向敌后实施战略进攻，总
部机关和129师随即向晋东南挺进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此，太行山成为八路军总司令部转
战、驻扎之地，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

展柜里，八路军使用过的武器已经锈迹斑斑。“武器

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的至理
名言深刻揭示了八路军如何使用落后的
武器装备，凭借小米加步枪的英勇作风战
胜了强大的敌人。

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在八年的浴血奋
战中，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
的 4.6 万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
102 万余人，成为一支雄壮的胜利之师，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全中国，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八路军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
面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奖给拥军模范胡
春花的锦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面锦旗
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它记载的胡春花
护理八路军伤员的故事被人们传诵至今。

胡春花是武乡县窑湾村人。1938 年
八路军总部进入武乡，29 岁的胡春花走
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由于
她积极投身抗日拥军工作，并做出了突出的成绩，1941年
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并两次出席了太行区的群
英大会，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等军政首长的亲切接见。

1941 年 11 月，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打响了。距窑
湾村只有二十里路的黄崖洞建有八路军的兵工厂，这里
一个月生产的武器能够装备四个营，一年生产的武器可
以装备十六个团。日军为了摧毁这一重要的弹药生产
基地，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向兵工厂发起了猛烈进
攻。八路军战士为了保卫兵工厂同日寇进行了殊死的
搏斗，最终，八路军以一个团的兵力抗击了 5000 多名疯
狂的日寇。

战场上有许多伤员抬不下火线，胡春花听到这个消
息后心急如焚。当时，她的小女儿正在发高烧，可是为了
抢救八路军伤员，她毅然撂下孩子，马上组织起妇女担架
队，冒着炮火硝烟上了前线。

胡春花回来的时候，小女儿因无人照顾已经病得奄
奄一息。她抱起女儿就往医院跑，然而实在是太晚了，孩
子那虚弱的身体，已经抵不住病魔的侵袭，年仅四岁的小
生命就在去医院的途中，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永远地离
开了人间。

在这座纪念馆，还记录着“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故
事、沂蒙“红嫂”的故事⋯⋯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诉说
着抗日战争年代那段军民鱼水的深情厚谊。

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是抗日战争留给中国人民
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让身在和平
年代的人们更加珍惜和平，也提醒着人们永远铭记历史，
在拼搏与奋进中开创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笔书历史 胸怀正义
□ 敖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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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太行烽火军民情
□ 姜天骄

影视作品在普及历史知识、增强人们的抗战

历史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也有一点不

能忽视，就是一些抗日“神剧”误导了人们对抗战

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影响到青少年的历史观。

这种“误导”最主要的表现是“史”与“剧”不分。

影视作品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更广泛、更直接，如果影

视剧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会成为历史观教育

的生动教材。但是，因为历史教育的脱节，很多时

候人们容易把虚构的影视剧当做真实的历史。比

如，有的学生把李云龙、张嘎等影视人物都当成自己

“最喜欢的抗日英雄”。还有些地方非要找到王二小

的原型，甚至建起了王二小“故居”，把虚构的人物

“落实”到现实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利益已经侵袭到历史

教育中。有些抗战剧把目标放在了吸引眼球和追

求商业利益上，在剧情设计和史实表现上，进行了

不适当的夸张，甚至出现娱乐化、低俗化倾向。

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违背常识、极端娱乐

化的内容出现在剧目中。有些剧情极尽夸张，把

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简单化地改编成可以娱乐

人们的“战争游戏”。这样的抗战剧虽然“好看”

了，却偏离了历史事实，难以发挥历史教育作

用。以至于在问卷调查中，有的小学生说：“电视

上的打鬼子挺好玩，这些鬼子又笨又无能。”有些

地方争抗日英雄的“故居”，寻找影视人物、文学

虚构人物的“原型”，真实的目的也是为了“门

票”收入。因此，对抗日战争的表现必须警惕商

业化、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

抗战不是“神剧”。笔者前些日子曾经采访

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八路军战士。九十多岁的

老人极其认真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

血汗换来的”。我们要尊重历史，敬畏过去，感受

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艰苦卓绝；我们要摈弃对

抗战历史“戏说”的态度，摈弃一切轻佻的表现。

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尊重历史，才能

更好地珍惜今天。

敬畏历史

□ 文 仁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王树增近照

中国人民的抗战史是用中华民族的胜利书写出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

量代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