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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抗日宣言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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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

言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抗联战士穿过的衣物抗联战士穿过的衣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辽宁沈阳城北柳条湖地区，硝烟散去，如

今已是车水马龙，一片繁华。“90 年前，烙在中

华民族心上的那道伤疤，如今深深刻在不远处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上。”“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高建长叹道。

1931年 9月 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

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

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

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的开始，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一夕之间，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占领了

沈阳城。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官银号等悉被占

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张云峰说。当时，装备精良

的东北军不仅数量上远超日本关东军，还拥有

中国唯一的空军和舰炮齐全的海军。仅沈阳兵

工厂一处，即存有步枪 15万支，手枪 6万支，各

种子弹 300 余万发，炮弹 10 万发，足够配备 15

个师。这些军械被日军一日掠尽。

十几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当

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挑衅虽

有预判，却抱有幻想，认为不抵抗政策可换来

国际同情及国际联盟的强力干预。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第一份抗日

宣言！”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刘秀华说。

在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中

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一排硬山式青砖瓦房被

完整保留至今。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中共满

洲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赵毅敏奋笔起草了中国

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

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指出：“伟大

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

勇的斗争能完成它！”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召

开紧急会议，以党的名义发表了这份具有伟大

历史意义的抗日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发表的第一个反法

西斯战争宣言。

九一八事变前，中共满洲省委就通过“满洲

特科”（党的情报部门）密切注意日军的侵华动

向。中共地下党员赵唯刚将相关情况在事变前

1个月向上级党组织打了报告。事变前两周又

给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了报告。这表

明中共满洲省委“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

表一系列宣言，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武装工农群

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主

张。1932年，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直接领导

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继而发展为东北人民革

命军，1936 年统一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烽

火燃遍了白山黑水之间。

刘秀华说，中国共产党不仅第一个表明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决心，而且第一个敏锐

地认识到赢得胜利的基本途径是动员全体人

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为此，我们党进行了长

期坚韧不拔的英勇奋斗，让世界看到了共产党

人所代表的中国骨气和民族元气。

近代百年以降，哪

个节点对中华民族精神

重塑至关重要？

自九一八事变始，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

的抗日战争可谓中华民

族浴火重生的重要节

点。以往鸦片战争、甲

午战争等所有抵御外侮

的挣扎，中国人的境况

和结局只有两种：悲惨

和更悲惨；自共产党在

东北率先吹响抗日号角

起，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陡然逆转：坚强和更坚

强。从此中国向死而

生，不再一盘散沙，不再

任人欺凌。

“ 我 以 我 血 荐 轩

辕”。没有最惨痛的沉

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

起，这是民族精神重塑

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战以血汗足迹、

铁的事实彪炳史册——

其一，拿起武器，不

抱幻想。和平从来就不

是由乞求或一味妥协换

得的。面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存亡之际，中

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抗

战的呐喊。东北沦陷

后，义勇军、游击队、东北抗联风起云涌。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秉持民族大义旗帜鲜明地首

发抗日宣言，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因而愈加赢

得人民的拥戴，党的队伍从抗战初期的 3 万多人

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32万多人。

其二，团结人民，一致御侮。面对民族生死存

亡，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宣言，首次

提出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

的协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空前团结。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九一

八事变所引爆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比近代以

来历次抗争都更强烈、更广泛。这是战胜日本侵

略者的决胜根本，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

其三，坚忍顽强，不怕牺牲。东北抗联以生命

和鲜血书写了抗日战争最持久、最艰苦、最悲壮的

一页，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一大批战至

生命最后一息的优秀儿女。浩然英雄气，沛乎塞

苍冥。让世界看到共产党人所代表的中国骨气和

民族元气，以及坚不可摧的浩然正气、无畏勇气。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血肉筑

长城”的 抗 联 精 神 仍 具 现 实 意 义 。 中 国 共 产

党作为领导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展现了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铸就了不可磨灭的民族

丰碑。

每年 9 月 18 日，沈阳都会警钟长鸣，铭记

那一段历史。这里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

战争的胜利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

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

难之时，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

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侵略最勇

敢。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

表了中国第一个抗日宣言，各级党组织第一时

间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成为领导人民奋起

反抗侵略的中流砥柱。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在党发动、

组织、领导的这场救亡图存、感天动地的伟大

斗争中，中华民族觉醒，爱国热情如火山喷发。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于 1927 年 10 月，是中

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最高统一领

导机构，统管东三省党务，领导东北人民进

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革命斗争。特别是九

一八事变后，它与最广大的东北民众一道站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是东北抗战的

发起者、组织者、推动者和领导者，并且缔造

了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长达 14 年的

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

用，在中共东北地方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具

有特殊地位。

身为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坚定

理想信念，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身体力行传

承他们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开拓进取，将中

共满洲省委的这段革命艰辛历程与弘扬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打造东北地

区的红色历史文化名片。

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

时刻激励着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一定

要将党的光荣历史铭记在心，努力发挥好纪念

馆红色资源的作用，讲好红色故事、讲好革命

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用抗联精神去鼓舞人、

激励人。

抗战号角在这里吹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何

地，听到这慷慨激昂的歌词和旋律，总会心潮

澎湃。田汉、聂耳于 1935 年创作的《义勇军进

行曲》，其灵感来自辽宁抗日义勇军战歌。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

示，先后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一大批

党员、团员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组织东北人

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

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

党抗日主张影响下，辽宁各地纷纷建立义勇

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

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辽宁锦州曾活跃着高鹏振率领的抗日义勇军，

他们每次都高唱这样的战歌去战场杀敌；抚顺

也流传着《血盟救国军军歌》——“用我们的血

肉，唤起全国民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

1933年 2月，辽宁义勇军到热河参加热河

保卫战。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也随团来

到热河前线慰问。聂耳亲眼看到辽宁义勇军

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为他后来谱出

《义勇军进行曲》铿锵雄壮的旋律奠定了最直

接、最真切的基础。1934 年，田汉在武汉采访

辽宁义勇军将领唐聚五将军，听到歌词“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深受感动。

辽宁省政府原参事赵杰说，义勇军气壮山

河的英雄事迹给田汉、聂耳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为《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奠定了基础。歌曲

诞生后，迅速鼓舞了中国抗战，凝聚了人心。

铿锵旋律在这里唱起

抗 战 精 神 传 承 不 息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 刘秀华

天桥沟的红叶，你为什么这样红？漫山遍

野的红叶似在默默诉说“一寸山河一寸血”。

“辽宁丹东天桥沟，抗联第一军军部旧址所

在地，抗日英雄杨靖宇战斗过的地方。”辽宁社

科院研究员卢骅说，每年深秋，这里的枫叶都火

一般红艳。可在抗联老战士眼里，枫叶一红，最

艰苦最难熬的寒冬抗战就要来了。

抗联一军老战士赵明山生前曾口述艰苦

作战的日子：行军再累也不敢歇口气，一歇下

来就冷，还不能烧火取暖（暴露行踪）。有战士

觉得脑袋有点疼，一摸是耳朵冻掉了。但耳朵

冻掉了不算啥，就怕手冻坏了不能打枪，脚冻

坏了不能行军，那不成累赘了？打伏击，俺就

穿着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好几天，透心凉

啊。敌人来了，班长命令准备射击，俺听到了

也看见了，就是脑子发木，腿脚不听使唤。直

到枪响了，天崩地裂似的，这下子清醒了，跟着

大伙冲啊杀啊……

抗联部队在深山老林里常常一两个月吃不

到一粒粮食，战士们只能以草根、树皮、野菜充

饥。“抗联队伍付出的牺牲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卢骅感慨地说，在 14年的对日作战中，抗联部

队仅师级以上干部就牺牲了190余位。即使这

样艰苦卓绝，党领导的抗联队伍始终没有放下

手中的武器。党在东北领导的抗日武装，以顽

强作战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迟滞了日本

侵略军妄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大举南下的侵略

步伐。

抗联精神在这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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