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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銘記抗戰歷史 才懂和平珍貴
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7周年「抗戰時期的人民軍隊」展覽北京舉行

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7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念館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尹力主持紀念儀式。隨後開放的「烽火抗

戰——抗戰時期的人民軍隊」展覽，更是展出照片200餘張、文物180餘件（套），展現了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等抗日武裝不

斷發展、壯大，最終取得抗戰勝利的歷史。場館外諸多市民不惜頂着酷暑排長龍，展廳內更

是摩肩接踵。多位觀眾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清楚歷史才能看清方向，銘記歷史才懂得和

平的珍貴，要理性看待歷史，理性維護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1937
年七七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而隱蔽
戰線在推動建立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日作
戰和敵後根據地建設中亦發揮了積極作用。隱蔽
戰線開展的情報保衛工作，為全民族抗戰的最終
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共對宋哲元開展統戰工作
據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報道，為挫敗日本的
分裂圖謀，中共隱蔽戰線對以宋哲元為首的華北
實力派進行積極爭取。1935年9月，中共隱蔽戰

線重要負責人王世英到天津，利用西北軍政客劉
定五開展對宋哲元的秘密統戰工作，後又發展了
呂向宸打入宋哲元內部。王世英借此掌握了宋哲
元的相關情況，從而引導宋哲元堅定抗戰立場，
收到不少效果。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致信劉
少奇和王世英，指示必須持續開展對宋哲元及第
二十九軍的工作。毛澤東還親筆寫信給宋哲元，
派張經武到北平與宋哲元聯繫。劉少奇派遣隱蔽
戰線北平負責人之一的張友漁協助張經武，開展
對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的統戰工作。最終，宋哲
元抗日態度逐漸明朗，沒有向日本妥協投降。

七七事變前夕，日本駐華北派遣軍進一步對宋
哲元施壓。在劉少奇具體指導下，擔任第二十九
軍副參謀長的地下黨員張克俠向宋哲元提出集結
兵力於平、津、保地區，伺機主動出擊日軍的方
案。宋哲元對該方案表示贊同，並命張克俠圍繞
方案積極籌備抗戰準備工作。北方地下黨組織派
出一批地下黨員以進步青年身份參加第二十九
軍，在軍內建立黨支部，加強對士兵的抗戰教
育。在軍內擔任高級職務的黨員要求所屬官兵每
日三餐和睡覺前必須背誦「寧為戰死鬼，不為亡
國奴」。同時，北方地下黨推動以學生為主體的

民眾運動，在抗日問題上對第二十九軍給予支持
和鼓勵，形成軍民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局面。
7月 8日凌晨，日軍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
攻，中國守軍各部對日軍予以了堅決殺傷和頑強
抵抗，展示出了中國軍人抵禦外侮的決心和力
量。
日軍佔領盧溝橋後，張克俠獲悉日軍將進入北
平實施「清共」的重要情報。7月28日晚，張克
俠將情報及時告知黨組織。根據張克俠提供的情
報，北平地下黨及時將大批黨員、民先隊員和救
亡團體成員撤離北平。

七七事變前後 隱蔽戰線為抗戰勝利作出不可磨滅貢獻

7日上午9時，紀念儀式在雄壯的國歌聲中
開始。首都學生代表飽含深情地朗誦了

抗戰詩文，首都大學生合唱團演唱了歌曲《團結
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表達
了年輕一代傳承英烈精神，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
化建設，立志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
業貢獻力量的堅定信念信心。

向浮雕《銅牆鐵壁》獻花致敬
隨後，各界代表緩步登上台階，依次來到抗戰
館序廳，手捧花束，敬獻於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
抗戰的大型浮雕《銅牆鐵壁》前，並向抗戰英烈
鞠躬致敬。各界代表還一同參觀了《烽火抗
戰——抗戰時期的人民軍隊》專題展覽。
中央有關部門、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老同志
及抗戰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都
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表約500人
參加。

華南敵後戰場有力支援正面戰場
隨後開展的「烽火抗戰——抗戰時期的人民軍

隊」展，共分為「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戰鬥在
白山黑水」「浴血在華北敵後」「華中人民的長
城」「華南抗戰的旗幟」「從勝利走向勝利」，
計六個部分21個單元，展出照片200餘張、文物
180餘件（套）。「戰鬥在白山黑水」部分展現
了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在極為艱苦的條件
下，領導東北抗日聯軍開闢了全國最早、堅持時
間最長的抗日戰場。他們的英勇鬥爭，有力地打
擊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牽制了大量日
軍，支援和鼓舞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浴血在華北敵後」部分展現了全民族抗戰爆

發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
路軍，深入華北敵後，放手發動人民群眾，開展
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
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華南抗戰的旗幟」
部分展現了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在遠離八路軍、
新四軍主力的敵後，依託東江、瓊崖等抗日根據

地，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開闢華南敵後戰
場，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敵
後游擊戰爭，支援了正面戰場和太平洋盟軍對日
作戰，成為堅持華南抗戰的中堅力量。

有人特意選7月7日進館參觀
白髮老人、紅領巾少年、大學生……在抗戰館

外入口處，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們排成長龍依次
進館。炎炎酷暑並沒有阻擋人們參觀抗戰館的腳
步，他們當中很多人特意將參觀日期選在7月7
日，「銘記歷史才能更愛和平，今天來參觀更有
意義。」
「我們的民族飽經戰亂苦難，但我們的民族最

熱愛和平。」來自北京西城區的劉女士已經是第
二次帶着孩子來到抗戰館，「今年清明節就帶孩
子來這裏參加了獻花活動。孩子剛一年級可能記
不住很多知識點，但走過、看過、經歷過，希望
可以在她心中種下一顆和平的種子。」她認為，
讓孩子們更多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感覺到和平
的來之不易，他們才會更珍惜和平。
「不清楚歷史就不明確自己的方向。」來自河

北科技大學的大二學生孟少飛跟幾位同學專門從
石家莊來到抗戰館。在他看來，在七七事變紀念
日參觀抗戰館意義非凡，作為「零零後」要承擔
起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重任，更要積極學習為祖
國繁榮富強貢獻力量，「極端言論不是愛國，應
該理性愛好和平，不盲目敵視誰，理性看待歷
史，理性維護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7日舉行七七
事變87周年紀念活動，向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獻
花，南京青少年現場朗誦抗戰詩歌。參與朗誦的
青年代表表示，希望國人記住南京大屠殺這段歷
史，而不是記住仇恨。
當天上午9時，紀念館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慘

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為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勝利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同中
國人民攜手抗擊日本侵略者而獻出生命的國際戰
士和國際友人敬獻花籃，隨後全體參加紀念活動
的人士依次敬獻了鮮花。
南京青少年代表在現場朗誦了巴金的抗戰詩歌
《我說這是最後一次的眼淚了》。九一八事變爆
發後不久，27歲的巴金寫下這首詩歌，表達了對
日軍侵略暴行的憤怒與控訴，並呼喚同胞奮起反
抗——「我們的血管裏流着人的血，我們的胸膛
裏有着人的心：我們要站起來，像一個人。我們
要表示出來，不是任人屠殺的豬群羊群，我們要
自己來決定我們的命運。」
剛剛報名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志願者，並在紀念活動中參

加朗誦的南京傳媒學院大二學生宣羽佳表示，作為
一名大學生，通過聲音傳遞巴金先生的文字，讓大
家感受歷史的力量，去銘記歷史，非常有意義。
「我們應該銘記歷史，而不是記住仇恨。」
另一名朗誦者、南京江東門小學學生賈雨莫

說，自己從這首詩中，彷彿看見了先輩們戰爭時
所經歷的苦難，而敵人還在一旁狂歡，「這讓我
們很憤怒，所以我們現在要奮發圖強，為祖國的
未來出一份力。」

南京青少年誦詩 冀銘記歷史而非仇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94歲
的原侵華日軍731部隊成員清水英男日前召開記
者會表示，他將於8月12日至15日前往哈爾濱，
到731部隊舊址進行懺悔和道歉，「非常迫切地
想去中國，向戰爭受害者道歉。」

「不打麻藥活剝人皮 這是事實」
原侵華日軍731部隊成員的清水英男今年94
歲。1945年3月，14歲的清水英男作為少年兵被
徵入伍，並被派到中國哈爾濱附近的731部隊總

部，直至5個月後日本戰敗投降。在哈爾濱期間，
清水英男親眼目睹日軍731部隊種種慘絕人寰、令
人髮指的暴行，「一直感到自己罪惡深重。」幾
年前，他開始通過演講等方式揭露侵華日軍的暴
行。清水英男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們
告訴我這只是解剖俘虜做成的標本，但我看到的
卻有幼兒，有婦女腹中的胎兒。解剖的過程實在
是慘不忍睹。」他表示，那時日軍的確做過活體
解剖，不注射任何麻藥就進行解剖，「真的太殘
忍了，不給打麻藥就活剝人皮。這是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南京大學「拉
貝日記與和平城市」團隊6日與約翰．拉貝曾外
孫賴因哈特在柏林拉貝墓地共同舉行憑弔活動，
深切緬懷這位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
大量中國平民的國際友人。
「忘記歷史會導致歷史重演，而紀念則是
為了銘記過往，共築和平的未來。」賴因哈
特說。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教師常晅表示，每

一代人都有責任將歷史與記憶傳遞給下一代，以

防重蹈覆轍。拉貝的大愛精神和對和平的追求，
值得每一代人認真學習。
1937年，侵華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受僱於西

門子公司的拉貝同其他在華國際人士設立了「南
京安全區」，為20多萬中國人提供庇護所。拉貝
在華期間寫下的日記是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
實的史料之一。
南京大學「拉貝日記與和平城市」團隊自2021

年成立以來，始終致力於深入挖掘南京大屠殺的
歷史細節，積極傳播和平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7
日就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87周年，到日本駐
港總領事館請願，要求日本正視侵華歷史和鄭重
道歉，並呼籲市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工聯會
促請政府加強推廣愛國主義教育，讓年輕一代真
正認識史實，增強民族自豪感。

成員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請願
昨日，香港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和陳穎欣同一眾
成員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請願，拉起「緬懷先
烈 珍愛和平 要求日本鄭重道歉」的橫額，現場
高呼「毋忘七七事變」、「要求日本鄭重道歉」
的口號，同時向日本領事館代表遞交請願信，要
求日本正視侵華史實，鄭重道歉。
郭偉强表示，工聯會一直以來用不同的方式紀
念七七事變，並向日本表達對侵華行為不道歉的
不滿。他認為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起
點這麼簡單，更需要普羅大眾緬懷先烈，不能忘
記八年艱苦抗戰的日子。
他表示，愛國主義教育不應局限於強調國家的

富強和國力增強，更好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讓下一
代不忘記日本侵華歷史。中國一直以來強調國家

安全與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因為中國曾是戰爭的
受害者。他希望社會各層階認識及學習歷史，增
強民族自豪感。
陳穎欣表示，是次行動是為提醒日本正視侵華
歷史，不要試圖美化侵略行為，更應就侵略行為
向全世界道歉。她希望特區政府加強日本侵華和
抗日戰爭歷史的普及和教育，將這段歷史教育列
入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中，多元化向公眾展示
及宣揚愛國主義教育。

◆7月7日，各界代表進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烈士獻花。當日，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7周年儀式在
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 新華社

◆7月7日，民眾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
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7日，南京青少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現場朗誦抗戰詩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94歲原731部隊成員下月赴哈爾濱懺悔

南京大學師生與拉貝曾外孫共同憑弔拉貝

香港工聯會倡將抗戰史列愛國主義教育

◆7日，香港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到日本駐港
總領事館請願，要求日本正視侵華歷史和鄭重道
歉，並呼籲市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