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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展厅就感觉到心情很沉重。”来

自农行立山支行的参观者胡新庆说，从丰

富的史料证据看，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

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侵略中国就蓄谋已久。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好

河山很快沦陷敌手，数千万同胞坠入暗

夜。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罄竹难书，印象最

深刻的是从抚顺万人坑运过来的几十具尸

骨，头骨上的枪眼清晰可见。

随着抗日活动史料的展开，展馆的步

道也开始逐渐明亮起来。胡新庆的心里也

跟着亮堂起来，越看越坚定。他说：“是中

国共产党坚定地举起来联合抗日的旗帜。

从义勇军、游击队到东北抗日联军，14 年

的浴血奋战，多少壮烈牺牲，多少顽强作

战，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伟大胜利。”

“九蹈死地其犹未悔，这是信仰的力

量。”“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高

建认为，抗战的胜利是团结的胜利，是信念

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 14

年抗战始终。在国民党当局执行不抵抗政

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

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

1945 年 3 月 18 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

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

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我到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工作 7

年来，接待观众 10 万余人次。展厅里革

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与图片，时刻激发着我

对革命先辈的无限缅怀与敬仰。他们为

了中国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为了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英勇献身，他们对党的无限

忠诚始终感染着我。我每天都在感动和

传递感动的状态中。我希望通过讲解将

革命遗址、文物、人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

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自由，不怕牺牲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体现出来，让更多的

人了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传承好他们

的革命精神。

在纪念馆接待的游客数量众多，上至

耄耋老人，下有牙牙学语的幼儿。其中一

位男青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他来到馆内，专门找讲解员讲

解。在讲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屠杀

中国百姓时他情绪较为激动；讲到杨靖宇、

赵尚志等革命英雄事迹时，他默默地流下

眼泪。他说，自己的爷爷是一位老革命，遗

憾的是他没有见过爷爷，只是常常听父亲

讲爷爷参加革命的故事。参观中，他感受

到革命先烈奋起抵御外国侵略者，顽强拼

搏、誓死抵抗的精神，就想起了自己的爷

爷。现在中国的强大与人民安定幸福的生

活，是由无数像爷爷一样的革命战士奉献

牺牲而换来的。他将永远铭记，并不断激

励自己努力向前。

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生，与我们党的历

史紧密相连；他们的思想，凝练了一个时代

先进文化的精华；他们的风范，铸就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

神支柱。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中。

我们要切实担当，把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接

过来传下去，努

力把国家建设得

更加富强。

丹东凤城市民纪淑萍：当我即将迈

步走出展厅的那刻，与在场的每位参观

者一样，心中仿佛在滴血，而且每一滴

血似乎都凝固成一串问号：当年日本帝

国主义何以敢对我们举起屠刀？面对

这里的每件实物和日本战败投降的一

幅幅图片，为何有人至今不能正视它？

甚至歪曲它？篡改它？落后就要挨打，

何以落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呐喊，这

呐喊唤醒了国民，警示着人们：“忘记英

雄的民族是堕落之邦，忘记苦难，苦难

就会重叩国门”。

沈阳小学生赵梓豪：展厅“日本侵

略者血腥统治”，观展后心里特别难

受。展厅“侵略者的下场”，看着战犯

低头站在被告席上，真是大快人心。

走出展厅时，阳光温暖而又宁静。我

想，成长在温暖阳光下的我一定要铭

记历史，勿忘国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建设强大祖国！

辽宁某高校辅导员程恩斯：我们

班级的团课选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举行，同学们不仅学习了历史知识，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更增强了同学们的爱党和爱国

主义观念。同学们无不被历史的沧桑

所震撼，无不被馆内的气氛深深感

染。通过本次参观感悟到肩负的使

命，找到自己的方向。

朝阳师范学校学生李佳露：历史

的车轮不会停止，民族的信念永存，抗

日英雄们是一座座丰碑，顶起了现在

没有硝烟和战火的和平天空。鼓舞我

们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走向民族

伟大复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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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18日，来自各地各界的群众就会整齐地肃立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的残历碑广场。听那警钟长鸣，听那警报

划破天际。勿忘国耻鸣警撞钟仪式20多年来未曾间断。现在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在这一天组织类似的鸣警活动。

是谁最先想到鸣响方式？那是 1995年，退

休老工人郝松青给沈阳市人民建议办公室写了

一封信。信上说，希望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当天，鸣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国耻。

沈阳市当即采纳了老人的建议。

今天，昔人已去。翻开博物馆 12年前的采

访本，老人痛心的样子跃然纸上——

“我在沈阳生活了一辈子，14 年的亡国奴

滋味永远忘不了。”

“小时候到学校得学日语，每天得面向东方

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鞠躬。”

“吃顿大米饭都会被当经济犯抓起来，屈辱

啊，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郝松青生前总不忘来看看走走的地方就是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里作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现在

年接待观众达百万人次。

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不

少观众围着讲解员沈珞宜听她讲述“满洲

特科”的故事。

“满洲特科”当时是中共中央的情报部

门，在奉天纺纱厂、奉天兵工厂等处都有基

层党组织秘密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前

夕，正是满铁奉天驿（今天沈阳火车站）的

搬运工人，多次向党组织汇报了他们发现

的日军军事机密。

“满洲特科”洞察到了日本发动“九一

八”事变的蛛丝马迹，特别是他们用棺材装

着零件，用雨布盖着从日本偷偷运来两门

240 毫米口径的大炮。这些秘密举动都没

有躲过“满洲特科”的眼睛。中共满洲省委

通过分析这些情报，特别是日本在奉天驿

这样频繁的军事调动，得出了近期日本可

能发动大的军事行动的结论。

“九一八”之夜，日军正是用这两门大

炮轰击了东北军北大营。这也证明了日军

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经过精心准备、策划

的，无论怎样编织谎言也赖不掉。

揭露日军侵略图谋、号召民众武装抗

战的“9·19 宣言”，经中共满洲省委紧急会

议定稿后，立即刻蜡纸、印刷，并通过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散发出

去。宣言在 9 月 19 日下午就贴在沈阳城

各处。

“被捕、牺牲，随时都在发生。”中共满

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馆长刘秀华说，中

共满洲省委先后有 6 位书记被捕入狱，杨

靖宇、赵尚志等军委书记都在后来的抗日

战斗中牺牲。在东北十余年的艰苦抗战

中，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党的忠诚战

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

命。“为国家纾难，为民族解放，‘我何惜此

头’，从一封封英雄的书信中就能触摸到信

仰的力量。”刘秀华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志气、勇气和元气。

历史不会被遗忘

抗联一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一角。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在感动中传递革命精神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沈珞宜

抗战胜利是信念的胜利

触摸到信仰的力量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的国歌墙。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位于吉林省

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今天的白山市

靖宇县境内，当年叫通化省濛江县。

1 月 25 日 ，杨 靖 宇 将 军 殉 国

地。青山白头，松柏墨绿，皑皑白雪

间，一片苍茫。松软的白雪在脚下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几十年

前的历史回音，诉说着抗联战士可

歌可泣的故事。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

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32 年，他

受命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一支抗战部队，是由东北

抗日义勇军余部、地方武装和东北

人民革命军等改编而来。抗联开展

局部抗战，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牵

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有力地支援了

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7 年，日本侵略军为全力进

攻华北，决定集中兵力剿灭东北抗

联，尤其是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路

军 。 东 北 抗 联 进 入 了 最 艰 难 时

期。由于叛徒出卖，70 多个装满战

备物资的密营损失殆尽，无给养。

日伪采取归屯政策，将散落在林区

的村民集中居住，不许种植直接食

用的作物，出屯不能带食物，彻底

断绝抗联战士的给养。但是杨靖

宇毅然决定坚守，因为可以牵制关

东军入关。

杨靖宇率领他的一路军进入了长白山的大山深处。

那里天寒地冻，积雪齐腰，是日本人不愿去不敢去的

地方。

杨靖宇孙子、东北抗联文化暨杨靖宇精神研究会执

行会长马继民介绍，杨靖宇领导抗联打了许多胜仗，人

民受到鼓舞，敌人受到打击。杨靖宇在寒无棉衣、食无

粮、住无所的情况下，制定了“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

散游击”的战略计划。他有自己的战术，即“三大绝招、

四快、四不打”——“三大绝招”：半路伏击，远途奔袭，

化装袭击；“四快”：集结快，出击快，分散快，转移快；

“四不打”：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

害的仗不打，不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

的仗不打。

1940 年初，因叛徒出卖，杨靖宇和第一路军总部的

行踪暴露。为牵制敌人，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濛江县保

安村三道崴子，在一个小窝棚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2

月23日，杨靖宇在与日伪军激战中壮烈殉国。

残忍的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这位英雄的坚强行

为，他何以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

断绝粮食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日军将他割头

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

粒粮食！

在通化杨靖宇纪念馆作了 20多年研究工作的

第三任馆长刘善业说，杨靖宇的伟大精神，就是

坚定的革命信念、忠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民族

自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成为中

国局部抗战中的主力军。

杨靖宇的孙子马继志去年从郑州搬家到长

春。记者在他家看到，二手房的装修没有什么

改动，显得老式和陈旧。屋里没有一件关于

杨靖宇的纪念物。原来这是家里定下的规

矩，不能以英雄后辈身份自居，不能给组织添

麻烦，而是做普通人家的普通人。就连在郑

州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都不知道他们是杨

靖宇的后代。

杨靖宇当年牺牲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如今人民生活日新月异。英雄洒

下热血的黑土地正向世人展现新时代现代

化名城新画卷。

坚
贞
不
屈
的
人
民
英
雄

本
报
记
者

李
己
平

孙
潜
彤

来自各地的人们到杨靖宇将军

殉国地缅怀先烈。

王 乾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