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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庐山孤军将士，固守山地，予敌以重大打击。
我英勇孤军均抱牺牲决心，坚持抗战国策。我中央政
府迭电嘉许，我各界同胞，敬佩之余，尤表感奋。”1938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题
为《援助庐山孤军》社论，高度赞扬庐山守军不怕困难、
勇敢杀敌的牺牲精神，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庐山守军。

77 年后的初秋，记者登上庐山，探寻这里曾经发
生的故事。如今的庐山，依然是浓荫蔽日，翠绿扑面，
而当年的一切早已远去。庐山抗战纪念馆前，“必恭敬
止”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时刻提醒着后人这里曾经发
生过的惨烈战争。

1938 年 6 月 26 日，马当要塞失守，江西大门洞
开。7 月 21 日，日军波田支队与第 106 师团在军舰、大
炮和飞机的配合下，联合进攻九江，对布防在长江、鄱
阳湖之间的薛岳、张发奎两大兵团约 40 万军队形成钳
形包围。庐山成为掩护两大兵团转移，牵制日军西进，
配合武汉会战的一个战略要点。

与此同时，九江市的日军指挥所里，一个人正在作
画。作画的人是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画的是
一张庐山写生图。据说，这个在中国战场上横行无阻
的指挥官当时心情非常愉快。数周前，冈村从被占领
的南京溯长江而上，他希望几天内就能登上庐山，一览
慕名已久的庐山风光。他以为拿下庐山对装备精良的
日军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日军已经将庐山周围
地区全部占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庐山“恭候”他
的，却是一支虎狼之师，9 个月中，日本兵付出极其惨
重的代价，冈村宁次几次面对近在眼前却无法攀登的
庐山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叹！

九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柳秋荣介绍，当时驻
防在九江的江西省保安团第三团、第十一团受命连夜
在庐山布防。两个保安团的装备很差，步枪五花八门，
重机枪有几挺，轻机枪却一挺也没有，尤其是弹药无法
补充而成问题。在友军即将撤守、自己可能陷入绝境
的危急关头，庐山守军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保家卫国的
坚强决心。

孤军将士勇猛善战，几天后就让日军领教了厉害。
7 月 30 日上午，日军第 101 师团的太久保联队用 10 余
门野炮向庐山公墓土坝岭猛烈轰炸，墓群被炸得四分五
裂，棺木、尸骨抛得到处都是。炮声停后，200多名日军
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爬来。保安三团第二大队的30多
名官兵从掩体中跃出，进入阵地。待日军离阵地只有
100米时，守军猛烈开火，子弹、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扑向
日军。日军即刻就地卧倒，守军官兵马上推倒成堆的巨
石，巨石呼啸而下，横冲直撞，趴在地下的日军顿时炸了
窝，嚎叫着弹起，四处躲避，守军的机枪又欢快地叫了起
来，打得日军抱头鼠窜。守军官兵们抡着大刀、端着上
了刺刀的步枪，冲出掩体，向逃敌追去，一阵刀劈枪刺，
又结果了几十名日军的性命。

8 月 17日，庐山守军得到情报，有 500 多名日军进
驻高垅的一个小村子，准备第二天凌晨偷袭庐山。守
军指挥部从两团官兵中挑选出善于格斗的勇士组成敢
死队，连夜摸下山向日军住地发动突袭，杀死日兵 300
余人；9 月 4 日，日军炮轰东牯山、万杉寺等处，掩护步
兵千人沿德星路进犯，庐山守军与敌激战一天，敌军未
能前进半步，反而被歼 200余人，曾因侵华而获日本天
皇颁发的三级金鸷勋章的少将司令饭冢国五郎也被击
毙在东牯山道上；10 月 28 日，守军在九星路高垅一带
捣毁日军汽车 4 辆，击毙 70 余人，夺步枪 2 支，拆毁高
垅大桥，破坏电杆电线数公里⋯⋯

在日军重围之下，保安团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
胁。庐山，时常云遮雾障，阴冷潮湿，与山下有 10 摄氏
度的温差。南浔线被日军占领，粮食无法得到补充，战
士们几乎天天吃马铃薯和榨菜。保安团上山时是夏
天，一到冬天，棉服无法补给，下雪的时候，有的士兵还
是短裤单衣。然而，孤军不孤。守军在前线英勇杀敌
之时，得到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山下的老百
姓，常偷运米粮，冒险送上山来，许多人因被敌人发现
而惨遭杀害。

江西保安团孤军固守庐山的 8 个多月，袭击日军
据点，阻击日寇攻山，极大地消耗了敌人，使日军在占
领莲花洞、沙河、马回岭、隘口等据点的过程中付出了
惨重代价，打破了日军迅速占领武汉、南昌的计划。
1939 年 3 月 27 日，日军占领南昌，从武汉、南昌方向抽
调兵力回攻庐山。4月 17日，日军占领小天池，完全包
围牯岭街，中国守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4月 18日，
守军受命化整为零分批撤出庐山。

“当时，庐山不仅是避暑胜地，还是全国军事、政治
中心。守卫庐山已经超越了它的军事意义，具有更深
刻的政治意义。庐山保卫战，展示了赣鄱儿女保家卫
国的坚强决心，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一页悲
壮的篇章。”柳秋荣说，70 多年过去了，壮士们的身影
已渐行渐远，但他们慷慨赴难的壮举和气概，永存于庐
山的山水之间。

在 70 多年前的残酷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
踏中华大地，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敌人并非铁板一块，
他们中的部分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感召下，弃暗投
明、重获新生，成为八路军战士。不忘战争，是为了维
护和平；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这些日本人为何
会走上抗日之路？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波澜和人生
际遇？前不久，历史纪录片《重生之歌》摄制组来到日
本，探访了一些日籍八路军老战士，听他们讲述当年亲
身经历的故事。

前田光繁已经 99 岁高龄，谈起在中国的经历，他的
记忆就像打开了闸门，仍然清晰、流畅。1938 年春天，他
被八路军游击队活捉，我军不杀俘虏的政策使他保住了
性命，但对八路军一无所知的他当时并不服气，“八路军
连钢盔都没有，装备非常简陋。我在心里想，他们这个样
子能打赢战争吗？”

当前田光繁看到，穿着草鞋的八路军战士拿着破旧
的枪支，在铁路沿线对日军展开攻势时，感到他们非常勇
敢。他还亲眼目睹了中国老百姓被日军袭击，一家五口
全被杀害。正反对比，让他认识到八路军是支正义的军
队，日军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侵略战争，所以在 1939 年
1 月加入八路军，成为首批三名日籍战士中的一位。
1939 年 11 月，前田光繁参与建立日本士兵反战团体“觉
醒联盟”，中国各抗日根据地也纷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

“觉醒联盟”或“反战同盟”的支部，推进了抗日战争的胜
利进程。

小林宽澄也是“反战同盟”的一名成员，他本是生在
日本一座寺庙的小沙弥，从小就认为人都应有怜悯、慈悲
之心。1940 年初被征兵派遣到中国山东后，在日本武士
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蛊惑下，他从佛教徒变为侵略者中
的一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变成一名盲目向天皇效忠、口
里总是嚷着“巴嘎雅路”的“鬼子兵”。1941 年，在山东省
牟平县，他所在的日军部队和伪军中了八路军的埋伏，自
杀失败后成为一名俘虏。

小林宽澄说，八路军并没有歧视他，还在生活方面予
以照顾。通过学习，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他最感兴趣的是
艾思奇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籍，他说自己意识到，“迄今为
止我学的都是唯心论”，便决定加入人民武装对抗日本法
西斯。后来他到抗日前线喊话瓦解日军，并只身一人进
入据点去做劝降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上世纪 50 年代才
回到日本。今年 96 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能够骑着自行
车四处逛逛，每当想起自己作为一名人民战士都感到十
分骄傲。小林宽澄动情地说，“八路军是培养我参加抗日
战争的部队，老乡是保护我们的救命恩人，我现在还是一
个沂蒙人！”

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感情的还有筒井重雄。他曾是
一名侵华日军飞行员，在一次紧急迫降中额头和腿受了
伤，后被我军俘虏，八路军不仅为他治好伤，还给他茶水
和食物吃。他描述说，在被押解的道路上曾路过一个村
庄，全村人都被日本军队杀光了，房子都着了火，整个村
庄被烧得像土丘一样。第一次看到前线真实景象的他陷
入了沉思，“这难道就是战争吗？日本军人就是这样执行
残酷的杀戮政策的吗？”

在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筒井重雄加入了八路
军。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他曾到前线去喊话，日本部队
并不相信并朝他开枪。“我的胸口还被子弹擦伤。”抗战胜
利后，他还去刚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作，成为
一名训练飞行员的飞行教官。当记者去看望时他已经身
患重症，但他十分高兴。就在摄制组到访后不久，94 岁
的筒井重雄逝世了，但他最喜爱的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却时常在人们的耳边响起。

像这样的日籍八路军、解放军老战士还有不少，战争
的苦难和伤痛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身上，内心的正义和勇
敢成为呼唤和平强大的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军国主
义和侵略思想可以让人变成鬼，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大

学 校 可 以 让 鬼 变 回
人 。 在 纪 念 中 国 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今天，这些人
从 法 西 斯 帮 凶 变 为
反 法 西 斯 战 士 的 转
变，仍然带给我们许
多思考。

庐山抗战纪念馆：

兵临山下

孤军英雄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三位日籍八路军老战士——

从帮凶变成战士
安 然

庐山抗战纪念馆

让 和 平 的 阳 光 永 照 大 地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全国各
地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

日前，近千名武汉军民聚集在汉口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旧址前，举行旧址纪念馆开幕仪式，表明珍爱和平幸
福，致力民族复兴的决心。

当日上午，彭其光、孙维理、王进昌等 5 位 90 多岁的
新四军老战士来到现场，和武汉二中的师生一起参观了

“大武汉 1938——武汉抗战历史展”。展出的 186张抗战
图片和 124 件抗战实物，让大家觉得深受教育，也让彭其
光陷入回忆。1938 年，彭其光和另外 4 人一起参加了新
四军五师，在抗日战争中，这 4 位战友都牺牲了。他说，

“现在的和平幸福来之不易。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人热血
沸腾，‘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呐喊，也是我们国家崇尚和平的呼声”。

武汉二中数百名师生聆听了革命前辈们的抗战故
事。初二女生向文玉说，一定要继承好烈士遗愿，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努力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参加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开幕仪式的解
放军某学院官兵们表示，精神如山，重在传承，爱国主
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旗帜。军事高等院校一
定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抗战历史教育，培育广大学生正
确的历史观，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励军校大学
生将自身的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和时代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

抗战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中心，成为
抗日救亡的重要前沿阵地。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从战
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伟大转折。武汉成为抗战的重要
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军民同仇敌
忾、英勇奋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书写了光彩的一页。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我们回顾过去，不是为了背
负历史包袱、延续历史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取智慧
和启迪，更好地把握今天、开创未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重要而深刻
的启示。当前，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的英明领导下，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必须弘扬伟大的抗日精神，为湖北武汉加快推进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浙江省宁波市于日前召开了全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宁波市
委要求全市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以永无止境
的追求干在实处，以要谋新篇的担当走在前列，开创宁波
更加美好的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不少宁波市民表示，大阅兵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让人振
奋,“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郁进东

重庆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会近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来自重庆

各界 1100多人参会。图为参加纪念大会的小学生代表在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

唐 奕摄 （新华社发）

在侵华日军 731 罪证陈列馆新馆开放当日，记者见到
了抗联老战士李敏。她已 91 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充满
激情地宣传抗联精神。她唱起当年的《露营之歌》：“共产
党，有主张，领导民族把日抗！”赢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李敏生于汤原县的一个贫苦朝鲜族家庭，13 岁参加
抗联，在李兆麟将军率领下转战林海雪原，是我国健在的
抗联女战士中的一位。她曾担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现
为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被授予过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章。李敏提出，东北抗日联军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14 年抗战史，应该被今天的
人们铭记。为此，2002 年，李敏倡议成立“抗联精神宣传
小分队”，成员包括离休干部、教师、艺术家、记者、工人和
企业家，当时最大的 84 岁，最小的 50 岁。这些年，李敏带

领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身穿抗联服装，重走抗联路，寻找
抗联遗址和烈士殉难地，宣传、重访、考证、书写抗联历
史。他们要做的，就是重新挖掘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尤
其是青少年知晓抗联事迹，了解抗联精神。

李敏常说：“抗联路是一条红色的路，是一条洒满烈
士鲜血的路。重走抗联路是为了纪念抗联精神，一代一
代薪火传承，建设我们富强、美好的家乡。希望能有更
多的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形式和措施，用我们民族的正
气，刹一刹崇洋媚外、凡事向钱看的腐败风气。我们应
该珍惜那段历史，记住这些革命先烈，这是幸存的抗联
战士及其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抗联宣传之路我还要
继续走下去。让英雄们千古流芳，让抗联精神永 照 千
秋！”

91岁抗联战士李敏：

让更多人了解抗联精神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本版编辑 梁 婧

中国用一系列主张和行动表明，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会将自身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其他

民族。战争的硝烟已经飘散，捍卫和平仍任重道远。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让和平的底线牢

不可破

70 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是正义的胜

利、人民的胜利，更是人类维护和平不屈信念的伟大胜

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缅怀先烈、痛思战争，就是要让

今天的人们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共同筑起维

护世界和平的精神长城。

经历战争的创痛，凸显和平的珍贵。在那场殃及 4

个大洲、20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约 20 亿人的战争中，

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进行了殊死较

量。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饱受痛苦和磨难，心中

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几乎所有参战国都遭到经济重

创、社会萧条甚至倒退，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损

失无法估量。正因如此，当和平的阳光再次照耀，全世

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倍感珍惜，发出同一个铿

锵的声音：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来之不易的和平

必须捍卫！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

胜利，宣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裁减军

队员额30万、积极构建“一带一路”⋯⋯中国用一系列主张

和行动表明，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会将

自身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不仅是中国的

主张，更应是世界的共识。在几十年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

下，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融合，不同国家

和地区双边、多边交流日益频繁，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了

长足发展，这都是和平带来的难得机遇和红利，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潮流早已势不可挡。

但也应该看到，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经济争端、局

部冲突时有发生，资源分配、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挑战

依然存在。对此，世界各国应共同维护和平带来的“黄金

时代”，秉承永葆和平的坚定信念，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互相尊重、平等

相处、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让和平与发展这一人类共识

牢固树立，让和平的底线牢不可破。

战争的硝烟已经飘散，捍卫和平仍任重道远。让全

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打造珍爱和平、维

护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和平的灿烂阳光驱散一切

黑暗，永远普照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