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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抗日战争

最为辉煌，也最为惨烈，最为残酷。今

天，我们固然值得弹冠相庆，但更重要的

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缅怀先

烈，不断提高民族的自强、自尊与自信。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话题，那就是

当下如过江之鲫的抗战题材电影电视剧

中，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令人反感

的情节。它反射出的重要问题，是过于

疏离当时的现实条件，模仿中国先人编

造神话的艺术创作风格和思路，把真与

假、美与丑、善与恶的争斗戏说成了神与

鬼的争斗，结果不但达不到教育人、激励

人的目的，反而给人以戏耍之感，让这些

乌烟瘴气的东西虚无我们血与火的抗战

历史，解构下一代对侵略者凶残本性的

正确认知。

中国的抗日战争代价之沉重，一组

宏观数据既可说明：侵华日军最多时，也

就 200 万人，在中国前后战死者 40 多万

人，但正是这帮穷凶极恶的法西斯，造成

了中国军队近 200 万人死亡，以及中国平

民 2000 多万人的死亡。这就是说，我们

在抗日战争中每消灭 1 名日本军人，都付

出了 5 名中国军人的代价，或者说，付出

了 50 名中国人的代价！所谓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全世界损失人口 6000 万至 8000

万，中国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我们说胜利

尚且心情太沉重。但今天的许多抗日影

视剧是如何表现、刻画这段炼狱般的历

史呢？它们要么将敌人描写得十分愚

蠢，总被动挨打。殊不知这样一来，诋

毁的却是中国抗战军民的智慧，同时也

只会降低我们对当今依然蠢蠢欲动的日

本军国主义亡灵的警惕。它们要么将我

们的抗战将士描写得无比神勇，仿佛练

就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进敌营如入

无人之境，杀鬼子如同探囊取物，但抗

日战争的惨烈性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许

多媒体受众之所以将这些影视剧斥之为

“ 神 剧 ”， 也 是 出 自 几 分 轻 蔑 ， 几 分

愤怒。

中国素有神话传统，尤以《西游记》

《封神榜》等为代表。但这类作品的魅力

不管如何经久不衰，其中的瑕疵也是显

而易见的。首先是缺乏逻辑。在脍炙人

口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受封弼马温时，能

大闹天宫，诸神也奈何他不得，而护送唐

僧西行时，却斗不过天神身边一只小动

物。水浒传中的公孙胜能呼风唤雨，却

救不了招安后的梁山兄弟。这类故事都

是属于神话、童话、鬼话故事，不可细

究。时至今日，许多抗战神剧之所以难

以赢得观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在逻辑

上经常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事实上，

作为各种故事的原材料，人类战争生涯、

冒险精神、侠义行为实际上大同小异，关

键在于如何加工提升。今天要讲好中国

抗日故事，讲得让大众信服，让全民受激

励，前提是要合情理、合逻辑。有逻辑，

才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否则吸引不了

人，也打动不了人。

神剧难以让人产生历史认同。一旦

孙悟空、猪八戒能够腾云驾雾，成为百变

金刚，拥有普通人类不可企及的超自然

本领，受众就绝不会认为那是中国历史

上的真实人物，进而也不会认同那所谓

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历程。同理，如果

抗日战争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轻松打闹

的过程，其真实性就会被遮蔽，实质上只

会为历史虚无主义张目。的确，抗战胜

利了，可我们最该铭记的，是为此付出的

沉重代价；最该追念的，是数千万死于战

乱的血肉之躯；最该歌颂的，是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最该张扬的，是自强不息的

中华魂魄。因此，我们在大众中广泛传

播的绝不是某种历史机缘，更不是巧借

抗日幌子而戏耍历史真相的卑劣做派。

前一段时间，以某些胡编乱凑为代表的

抗日神剧终于引发了众怒，与其他假冒

伪劣产品一样，被迫下架，当是国民理性

增长的逻辑使然。

诚然，娱乐是人类精神消费的必然

需 求 ，也 是 心 理 放 松 和 调 节 的 必 要 一

环。但紧张和松弛均需有度。古罗马帝

国不可谓不强大，但后来过度娱乐，最后

土崩瓦解。娱乐消费也是信息消费，我

们今天信息技术的发达固然为娱乐增添

了新手段，但如果不注意利用信息手段

传播社会正能量，则社会发展就会缺失

精神导向。毫无节制地调笑逗乐、哗众

取宠，或以宫廷戏为主旋律，或以抗战题

材为原材料，任意篡改、戏说历史、自我

陶醉在历史的支流里，以满足大众消费

倾向为幌子，过度娱乐，其实是丧失理想

信念的典型表现。

因此，想拍好抗战剧目，请先把现代

技术手段、情节噱头放一边，静下心来，

多读点书，多问问人，多尊重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地道战》《地雷
战》《南征北战》这三部俗称“老三战”的
电影，几乎家喻户晓。其中，反映山东海
阳民兵在艰苦的条件下，碾炸药、造石
雷、打鬼子的电影《地雷战》，让海阳人民
的英雄事迹闻名全国，“不见鬼子不挂
弦”、“铁西瓜威力大，炸得鬼子飞上天，
炸得汉奸地下爬”等经典台词，更是脍炙
人口、耳熟能详。

影片中的赵家庄就是现在位于海阳
市行村镇的赵疃村，这里是当年海阳地
雷战的主战场。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地
政府在此设置了地雷战遗址。1991 年，
文物移交给海阳市博物馆。1999 年，海
阳市博物馆迁至文山街北段，专门设置
了地雷战纪念馆。2006 年，海阳启动了
地雷战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将基本陈列
进行升级改造。现在，这里的展览内容
共分“反扫荡 105 天动魂魄”、“盆子山
60 余村响雷声”、“英雄造雷乡，雷乡出

英雄”等六部分，展厅面积 2200平方米，
展线长 930 米。在布展内容上，充分运
用现代技术来虚拟现实、复原场景，展示
历史，让观众领略海阳地雷战这一抗日
战争中令人叹服的战争奇迹。

1940 年 2 月，日寇的铁蹄踏入海
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43 年海阳
县武委会在南埠村召开会议，会上介绍
了平度、大泽山区民兵埋雷经验，并发给
各区数颗铁制地雷。5 月，第一颗地雷
爆炸成功，炸敌 5 名。海阳人民以民兵
为作战主体，以地雷战为主要作战方式，
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初期爆炸连
战连捷，极大鼓舞了全县民兵的斗志，地
雷战由点到面普遍展开，令日本侵略者
魂飞胆散。

由于当时军需兵工厂原料缺乏，铁
雷的生产和下发能力有限，根本无法满
足战斗需要。海阳地处胶东半岛南部，
地形复杂，多山石丘陵。赵疃民兵在党

组织的带领下，开动脑筋，根据用炸药炸
石头的道理，发明创造了一种石雷。经
过实验，证明其杀伤力不低于铁雷。没
有炸药，他们土法上马，采用一硝、二磺、
三木炭的配置方法，在全村群众中展开
了轰轰烈烈的打造石雷、自碾炸药活动。

展览馆里展示了民兵自发研制的石
雷、夹子雷等。海阳民兵不断推陈出新，
将地雷战的战术由战术防御改为主动进
攻。用雷方法除原来的埋雷候敌的基本
方法外，又增加了“将计就计”、“送瓜上
门”等多种打法。文山后村的民兵队长
于化虎发明了飞行爆炸雷，也就是《地雷
战》中的“不见鬼子不挂弦”。等到敌人
出现后，爆破队员认准敌人行军路线，边
疾走边埋雷。于化虎最擅长埋设这种
雷，他埋得又快又隐蔽，每每出敌意料，
多次炸死炸伤进山扫荡的敌人。

除了石雷，海阳人民还创造出了各
式各样的地雷。许世友在《在胶东反“扫

荡”的岁月里》一文中写道：“英雄的海阳

民兵，创造出了 10 多种地雷和 30 多种埋

雷、设雷手段，从简单的铁雷、石雷、绊

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

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然雷等等；

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

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人人布雷，

户户有雷。”
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 2000

余次，毙伤俘敌 1500 余名，缴获各种武
器 600 余件，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
500 多名,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 3 人
还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

海阳民兵不仅在当地大显身手，而
且还奉上级武委会之命，多次组织远征
爆炸队，到周边县配合当地部队作战，
为当地民兵和部队培训了若干爆炸能
手，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
为山东地区的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

通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电影《血战台
儿庄》，人们都知道了台儿庄序战川军
122 师血战腾县，以及张自忠、庞炳勋一
笑泯恩仇联手取得临沂之捷的美谈；再
通过台儿庄战役纪念馆也知道了，原来
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滇军、中央
军等部队对台儿庄大战都贡献不小，却
鲜有人知道中共军队对台儿庄大战也贡
献不小。可以说，台儿庄大捷是国共鼎
力合作的范例之作。

中共武装对台儿庄大战进行了一系
列战略策应。1938 年 1 月 15 日，彭德怀、
林彪、贺龙、刘伯承在赴洛阳参加蒋介石
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会上，
蒋介石提出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
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即
徐州会战计划）。为此，八路军精心部署，
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向全军发布《关于
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战斗任务的训
令》，指出:在抗战全局以保卫武汉、河南
为重心，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南段将
有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八路军应以更积
极的行动取得大小胜利，以达到抑留山
西和平汉铁路线之敌，从战略上配合友
军东线战局。训令对各师和晋察冀军区
的作战行动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3 月 13 日，朱德电示叶剑英转告蒋
介石，已“派 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该
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
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津浦
线行动。”

3 至 4 月间，为减轻台儿庄国民党正
面战场压力，八路军发起了数百次战斗，
著名的响堂铺战斗、神头岭战斗、长乐村
战斗等一系列战斗皆有策应台儿庄战役
之意。4月 1日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
转蒋介石、何应钦，告以：“二三两月中，
八路军各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

在国共军队广泛合作的作战策应
下，华北方面的日军 9 个半师团，大部分

深陷游击战之中，仅 2 个师团得以到达
台儿庄地区，又被国共军队节节阻挡，仅
濑谷支队到达台儿庄。这就给了李宗仁
调兵遣将，从容布阵，打败濑谷支队创造
了条件。

周恩来就台儿庄战役的战役方针提
出了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
来在战前专门告知白崇禧：在津浦路南
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
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
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
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
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
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
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
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
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
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

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党员带头冲锋
陷阵。据时任东北军 51 军驻第五战区
联络员的解方将军回忆：第 51 军在淮河

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以及徐州会战突围
等作战中，之所以能打得很英勇、很顽
强，中共地下党发挥了中坚作用。“哪个
部队有我党的组织，哪个部队士气就旺
盛，战斗力就强。”“1938 年初淮河战役
前，党在内部进行了动员，号召党员英勇
作战，给日寇以迎头痛击，⋯⋯680 团 8
连地下党支部书记孙谦，先后发展了包
括全连 5 名军官在内的 19 名党员。他
们在台儿庄会战中率领全连浴血奋战，
一夜攻占四个碉堡，将守敌全部烧死。
最后为掩护大军撤退，在共产党员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的模范行动鼓舞下，全连
坚守阵地，光荣殉国。”

攻打小少庄时，680 团团长于学道
因畏敌逃跑，部队一度无人指挥陷入混
乱之中。关键时刻，团传令兵刘培植挺
身而出，指挥共产党员营、连长打了胜
仗，后来那个胆小鬼团长被撤职查办。
刘培植为何这么厉害？他的真实身份是
中共 51军工委的领导人。

中共游击队在战役期间不断袭扰日
军。发动群众支持台儿庄国民党军作
战。1938 年 2 月，沛县自卫团三袭临城
日军，三战三捷，火烧临城车站，破坏铁
路；峄县武装在 3 月 18 日日寇侵占枣庄
时，曾配合国民党守军在枣庄以东郭里
集一带对日军进行两次夜袭；鲁南抗日
义勇队多次出击破坏临枣铁路、公路；滕
县抗日义勇队在岗头、官桥、井亭伏击日
军车队，炸毁滕南津浦大铁桥：泰西抗日
武装也炸毁了日军的弹药车。

八路军还从情报上支援了台儿庄作
战。战斗在日占区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
谢甫生，及时为第五战区送来日军板垣
师团的机密情报，为李仁宗决策提供了
重要帮助。中共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也积
极地向国民党军传送情报。为了支援濑
谷支队攻打台儿庄，从潍坊南下的板垣
师团派了坂本支队两千多人，帮助濑谷
攻打中国军队背后。担任“附敌之前”汤
恩伯军团得知敌人从中国军队的背后袭
来，不知兵力多寡，一时竟不知是进还是
退。关键时刻，中共领导的游击队送去
情报，说明向城方面的敌人只有两千多
人，汤恩伯顿感释然，遂断然决定一方面
继续围攻濑谷支队，另一方面迎击坂本
支队，不仅打垮了敌人的援兵，而且一直
追击濑谷支队到峄县城里。

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策应、战役战
术层面，都有不少的具体合作措施。还
为台儿庄大战的战地动员、胜利后的宣
传等方面发挥不小的作用。台儿庄大战
的胜利是整个抗战期间，特别是战略防
御阶段国共军事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整
个抗战期间，这样的合作还不少。

可见，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日统一
战线的胜利，是中央军与地方军，更是国
民党军与中共军队团结抗战的结果，充
分体现了孙中山倡导的黄埔精神，更体
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鼎力合作奏凯歌
刘 波

地雷战纪念馆——

“铁西瓜”让鬼子闻风丧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抗战不容戏说
刘戟锋

张立光，安徽大学副教授,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自
从一次偶然发现，他便萌生了宣讲抗战历史的念头。老
人不顾年老体弱，经常爬上合肥市的大蜀山，给游客们宣
讲历史。寒来暑往，张老坚持了 14年。

2001 年的一个早晨，张立光老人晨练时来到大蜀山
顶，发现一群孩子围着一座“小塔”议论纷纷，就凑上去看
个究竟。原来，这是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昭和十五
年”的字迹。孩子们问他“昭和”是什么意思，经历过日寇
侵略的老人被刺痛了，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日本天皇的年
号，这一年是 1940 年，也正是这一年，日军攻占了合肥
城，这座碑就是日军侵略的罪证。下山时，老人的思绪一
直沉浸在年少时的连天炮火中，他决心要把这段难忘的
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提醒后人勿忘国耻。

为了理清历史，张立光不停地查书籍、画地图，在大
蜀山周围寻访见证人。2002 年，已经 79 岁的张立光带
着水杯、抄纸来到了农兴集——大蜀山周边一个小村庄，
开始了“大蜀山战役”的实地调查。“年纪大了，走路慢，一
天只能跑一两个村子。运气好的时候，能问到两三个知
道一点往事的人；运气不好时候只能空手而归。终于，张
立光收集到许多记载这场战役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他还
凭借当年做过海军教员的基础绘制战事图，还原了历史。

现在老人不光能讲“大蜀山战役”，随着资料收集工
作的进展，老人宣讲的题目也越来越多，现有《大蜀山歼
灭战》《日寇蚕食中国》《我的抗日情结》等 17 个爱国主义
宣讲题目，涉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
事变等重大事件。

张立光到大蜀山宣讲抗日故事，刚开始，听众并不是
很多。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也讲得很投入。张立光说，他
要把大蜀山发生的惊心一幕讲给每一个来爬山的人听。
渐渐地，经常到大蜀山游玩的人都认识了这位义务宣讲
抗日故事的老人，一些小孩子也喜欢围着老人听故事。
他的课堂已经成为了大蜀山的一道风景。

除了大蜀山，安徽大学龙河校区的操场也是老人的
“活动基地”，来来往往的学生便成了他的听众。同时，合
肥很多高校社团都向老人发来邀请，希望听听他的抗战
故事。老人说，“我只是想让年轻人记住这一段历史，记
住烈士们是如何用生命保卫家园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严厉谴责。获知这一消息，张
立光将连夜写成的亲笔信寄往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安倍
表达“强烈抗议”：“我们曾经深受其苦，永远不会忘记那
段被侵略的历史。”

张立光老人已经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尽管这
样，他还是放不下义务宣讲这件事。手术之后，出于对老
人健康的关心，家人反对他再到大蜀山宣讲。固执的老
人不愿放弃心中的这个梦想，拗不过他的家人只能为老
人买了一把轮椅，方便老人上下山。

老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是为了我
们能够拥有更好的明天。能跟更多的人宣讲爱国主义，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耄耋老人的历史课堂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吕 虹

盛 夏 的 周 末 ，位 于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城 北 的“ 大 华·
1935”艺术区人流如织。穿过时尚前卫的艺术作品，今
天的人们依然无法忘记它的前身——创办于 80 年前的

“大华纱厂”，这是抗战时期西北仅存的民族纺织企业。
西安大华纱厂创办于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时期，在

抗战期间承制供应军需用布，为抵制日本经济、军事侵略
作出了牺牲和贡献。

走进以大华纱厂工业遗存为基础建立的大华博物
馆，定格的历史记忆仿佛被打开。1931 年，“九·一八”事
变爆发，随着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纱布开始大量倾销中
国，使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受到重创。1934 年 4 月，石家
庄大兴纱厂派人到陕西考察建厂条件，发现西安原料丰
富，运输便捷，产销条件优越，大兴董事会决定在西安建
厂，并委派有着丰富纺织经验、时任大兴纺织厂厂长的石
凤翔到西安筹建大兴二厂，后称西安大华纱厂。

1935 年 3 月，大兴二厂破土动工，厂房全部采用国
外进口的钢三角结构，总面积达 3 万平方米，从瑞士和日
本采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并配建一座小型
电厂。1936 年 3 月，大兴二厂正式开工。同年 8 月 1 日，
大兴二厂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坊间称为大华纱厂，
石凤翔出任该厂经理兼厂长。

长安大华纺织厂建成投产一年后，抗日战争正式爆
发。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后方实行花纱布战时军事统
制。大华产品除少数供应民用外，其余 70%至 80%供应
军需，数量达每月 3 万匹，支持前方作战。1939 年至
1942 年间，大华每月贡献抗战军需约值 70 万元以上。

《大华营业报告书》曾记载了这段历史：“大华秦厂因环境

关系，以织布为主要营业，与他厂纺织并重者迥异，方今

抗战日亟，军布之需用甚殷，所有本厂棉布出品，已由政

府明令统制。”就这样，大华纱厂由一个民营纺织企业一
夜之间成为日军觊觎的军工企业，也让大华纱厂成为日
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先后 3 次遭受日机轰炸，损
失惨重。仅仅机器设备就损失数百万元。然而，大华纱
厂将剩下的机器紧急搬进西安附近的深山内，其生产的
军需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日夜工作的大
华员工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的他们要用纺
织机为武器来参加这场惨烈的战争，他们不缺乏战士所
具备的决心与勇气，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抗战。

如今，历经 80 年的风雨，斑驳古老的工厂车间，唯有
建筑和管材还留有岁月的气息。这个饱经沧桑的工业遗
存，无声地记录了那段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历史。

本版编辑 敖 蓉

走访西安大华纱厂旧址——

实业抗战不屈不挠
本报记者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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