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王艳 2020年 9月 19日 星期六关 注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内，一组赵一曼烈士身陷囹圄
的仿真蜡像周围聚集了不少参观
者。铁窗中，临刑前的赵一曼依
然目光坚定，博物馆的语音导览
娓娓讲述着她留给儿子的遗书：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
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在你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是什么让一位母亲能够舍
弃自己的孩子呢？”“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季宁说，读懂
赵一曼，就读懂了抗战。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炸毁
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
悍 然 发 动 震 惊 中 外 的 九 一 八 事
变。自此，中国陷入了近代以来
的至暗时刻。抗日救国烽火迅速
燃遍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
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长达 14 年
的持久抗战。

14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
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
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
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
史诗。杨靖宇、赵尚志、佟麟阁、
赵一曼……千千万万抗日将士中
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身

上体现出来的伟大抗战精神，到
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大力传承和弘
扬。

临 难 守 大 节 ，身 没 英 名 扬 。
“杨靖宇是我爷爷，也是民族英
雄。我对他充满了血浓于水的亲
情，更满怀着刻入骨髓的崇敬。”
杨靖宇之孙马继民说。

马继民有件传家宝，是一块
桦树皮，是早年间父母亲从东北
带回河南老家的。“每当爷爷的忌
日，母亲就会把桦树皮拿出来，讲
述令人唏嘘的家事。如今母亲不
在了，以后我也要拿着这块桦树
皮给孩子们讲爷爷的故事。”马继
民说，作为英雄的后人，他有责
任、有义务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让下一代了解和记住民族历史。

英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对
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赓续
他们的精神。在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序厅，四周的墙面上
布满了白色的立体浮雕，脚下是
黑色的大理石地面，射灯光线明
灭。刘思阳女士和她 6 岁的女儿
驻足其中，仿佛一下子置身于当
年 硝 烟 弥 漫 的 东 北 白 山 黑 水 之
间。

“我打算之后每年都带孩子

来一次这个博物馆，体验式教学，
让她能直观地去感受抗日英雄视
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
民族气节，只有这种亲身体会才
能触动孩子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刘思阳说。

“我希望更多的孩子能读懂
英雄，读懂抗战这段历史。”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
红介绍，2016年起，该馆便建成开
放了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儿童体
验馆，并招募中小学生作为志愿
者为参观者进行讲解、服务。

小志愿者朱诚儒说，他经常
来参加博物馆组织的纪念活动。

“我们要铭记为抵抗日寇抛头颅
洒热血的铮铮英魂，铭记抗战历
史，感恩抗战英雄，珍惜今天的和
平生活。”

“居安思危，自立自强。这是抗
战历史的现实启示。”范丽红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回望当年，伟大的抗
战精神犹如一座矗立的丰碑，时
刻提醒着我们——不忘国难、警
钟长鸣！ （张逸飞 包昱涵）

据新华社

英雄丰碑不朽 历史警钟长鸣

勿忘！勿忘！勿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

浪！流浪！”
这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伤疤。

89年前的今天，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关东军
悍然炸毁南满铁路铁轨，炮轰北大营、攻占沈
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沈阳城次日
即告陷落，不到半年东北沦陷。

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
权，开始了长达 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抗日战争拉开序幕。

这是改变近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
程的一大事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华民族从此走过了 14
载栉风沐雨、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这是中华
民族最悲壮的史诗。

1931年 9月 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1931年 9月 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
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响亮地喊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东北抗
战的领导重任，迅速组织抗日游击队，整合各
路义勇军，进而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从那时起，多少东北儿女毁家纾难，以血
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

田汉、聂耳受此感染，联袂创作了《义勇军
进行曲》，迅即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最著名的抗
战救亡歌曲。

1932年，杨靖宇受党中央指派，来到东北
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联总指挥、政委等职，与
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弹尽
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

昼夜后壮烈牺牲。
日军将杨靖宇遗体解剖后发现其胃肠里

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
根、树皮和棉絮。

这个人是赵一曼，她别子从戎奔赴东北抗
日，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一次激战中赵一曼
受伤被俘，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从容就义，
年仅 31岁。

“八女投江”中的 8位抗联女兵，在发现敌
军偷袭后本可以不惊动敌人全身而退，但为了
让大部队平安撤退，最后弹尽毁枪，主动暴露自
己吸引敌人，在冰冷的乌斯浑河里，刚烈殉国！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连凶恶的敌人对赵尚志将军也充满敬畏。
在一次游击战中被俘后，面对敌人威逼利

诱、严刑拷打，他狠狠瞪住敌人，痛骂敌寇。穷
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赵尚志的头颅，他牺牲时
年仅 34岁！

明明可以生存，却要选择战死！抗日英烈
用行动告诉侵略者，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在战
斗！

几千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

正面战场会战22次
1117次大型战斗

小战斗及游击战3万余次
歼灭日伪军228万人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 1945 年 8
月 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进行了
长达 14年的抗日战争。以 3500多万军民伤亡
的代价赢得了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
胜利！

每年的 9月 18日，沈阳全城警钟长鸣！警
示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也警示人们

以史为鉴，忘战必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历史烛照未来：

正义不可战胜!
中国人民不可战胜！

牢记“九一八”，让警钟长鸣心中是对历史
最好的纪念！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历史警示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不可能有和平安宁的

生活！
勿忘！勿忘！勿忘！

惟自强，才能自救。自强者，
人恒强之。

只有不断图强，中国越强大，维护和平正
义的力量才越强大！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敌人来自何

方何地，人民军队背靠 14 亿人民坚定地告诫
任何心怀不轨的外部势力：

当今的中国有能力捍卫自身
利益和发展成果，也有能力担当起
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使命！

据新华社

吉林省档案馆公布杨靖宇殉国前百日战
斗档案。档案真实记录了杨靖宇牺牲前100
余天率部与日伪军警进行的47次战斗历程。

▲ 每年的9月18日，沈阳全城警钟长鸣！警示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