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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台灣
網紅「館長」陳之漢一行13日繼續在上海參
訪。當天一早，一行人就來到位於蘇州河畔的
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參觀。這一站此前並
不在他的計劃行程內。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這是因為10日晚間，館長抵滬後，就有很
多網友在後台留言請他去看看上海的多處景
點，而四行倉庫是呼聲最高的打卡點之一。因
此，陳之漢特別增加了這檔行程。

閱讀謝晉元家書 深受感動
大雨中，陳之漢望着紀念館外布滿彈痕的外
牆，連連說「很震撼」。在館內參觀的過程
中，他不僅仔細觀看展陳文字介紹，還專門閱
讀了謝晉元的家書（謝晉元於1937年10月18
日在淞滬會戰前線寫給連襟張萍舟的信），多
次表示「很感動」。談起參觀感受，「館長」
隔着網絡向直播中的網友們喊話：所有中華民
族子孫都可以來看看這一段英勇的抗日歷史。
「當時的樣子被真實保留下來，的確是非常
震撼。」陳之漢一邊拍攝紀念館外墻，一邊向

台灣網友介紹。在工作人員指引下，一行人來
到展館內部參觀。現在的紀念館總建築面積約
3,800平方米，其中1層至2層為常設展廳，陳
列內容分為「血鏖淞滬」、「堅守四行」、
「孤軍抗爭」、「不朽豐碑」四個部分，陳列
設計上除了版面、實物等常規形式，還輔以戰
鬥場景、沙盤模型、微縮景箱、油畫雕塑、互
動遊戲和影視片等展示手段，給觀眾以全新體

驗與感受。
陳之漢在序廳內巨幅的謝晉元家書前駐足許

久，仔細閱讀：「他的意思就是軍人要為了國
家殺敵，只能辜負妻子和家人，從字面上看就
很感動。」之後，他們又上樓參觀了館內還原
的戰鬥場景和多媒體播放的淞滬抗戰簡介等影
片。最後，他還在展廳結束處象徵和平的雕塑
前停留許久，直言很不容易。

冀兩岸和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參觀結束後，陳之漢還在館外的蘇州河畔逗留

多時，詳細了解當初戰爭的情況和如今上海的蘇
河灣新貌。陳之漢說，自己在展廳看到了青天白
日旗感觸特別深，看得出大陸方面在尊重歷史的
前提下，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來搜
集這些抗戰文物，而且把紀念館修得這麼漂亮，
還把國民黨軍隊稱為「國軍」和「抗日英雄」。
很多台灣朋友，包括他自己在內，曾對大陸有很
多挑釁的言辭，相信大家過來看完之後，會和他
一樣有所感觸。陳之漢還一再表示，希望兩岸和
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

位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四行倉庫抗戰舊址（四行信託部滬分部倉庫）

西部，以中外著名的「四行倉庫保衛戰」為基

本陳列，按照「尊重歷史，真實反映」的理

念，展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和全面抗

戰的背景下，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期，中

國軍隊第 88 師 262 旅 524 團 1 營 420 餘名官兵

（外界稱「八百壯士」），奉命固守四行倉庫

英勇抗戰的感人事跡，再現了以謝晉元為代表

的「八百壯士」英雄群體形象。

「四行倉庫」是抗戰爆發時上海大陸、金

城、鹽業和中南四家銀行的聯合倉庫。「四行

倉庫保衛戰」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

張氣焰，也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那首夏之秋

譜曲的歌曲《歌八百壯士》更是轟動世界華人

圈，直到現在，兩岸的抗戰老兵們仍會哼唱

「中國不會亡，你看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一

定強……」。多年來，這處紀念館亦在台灣同

胞中有很高知名度，郝柏村、江丙坤、柯文

哲、侯友宜、馬英九等來滬參訪時都專門到這

裏參觀。現在的展館是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

之際經過修繕重新開放的，最震撼的修繕復原

的抗戰紀念牆，悉數按原來面貌和實際位置還

原了8個炮彈孔、430個大小槍彈孔，館外還增

設了晉元紀念廣場供參觀者瞻仰。

八百壯士英勇禦敵
史海鈎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
道，台「觀光署」近日拒絕大陸方面人
員入島舉辦2025海峽兩岸台北夏季旅展
申請。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3日應
詢表示，民進黨當局逆民心而為、逆潮
流而動的種種倒行逆施，必將遭到民意
反噬。
朱鳳蓮表示，我們始終秉持「兩岸一家

親」理念，積極支持推動兩岸人員往來正
常化和各領域交流常態化，回應兩岸同胞
希望加強交流往來的熱切期盼，在兩岸旅
遊問題上採取切實舉措，為兩岸同胞謀利
造福。反觀民進黨當局，為了謀「獨」政
治私利，不斷拖延、阻撓恢復兩岸旅遊，
現在又對旅展這類旅遊業界交流合作事項
橫加干涉，再次暴露了其企圖阻斷兩岸交
流往來的險惡用心和無視業者困境、不管
民眾死活的醜惡嘴臉。
朱鳳蓮指出，島內要和平、要發展、要
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誰都忽視不了，
兩岸同胞走近走親的願望誰都壓制不住，
民進黨當局逆民心而為、逆潮流而動的種
種倒行逆施，已經激起島內業界、民眾普
遍不滿和反對，必將遭到民意反噬。

反對司法打壓陸籍船長
另據報道，台南法院12日宣判大陸籍
船長涉嫌毀壞纜線罪處有期徒刑三年。
對此，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3日應
詢表示，海纜損壞是常見的海上事故。
民進黨當局刻意對此進行炒作，早有政
治圖謀，目的是攻擊抹黑大陸，煽動兩
岸對立對抗。我們對民進黨當局操弄司
法打壓大陸籍船長表示堅決反對，要求
民進黨當局停止借意外事故進行政治操
弄，保障當事人各項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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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餘件展品按照「華北危急 救亡圖存」「盧溝醒獅 全民族抗戰」「罪
行纍纍 鐵證如山」「不屈鬥爭 偉大勝利」「抗
戰群英 萬古流芳」5個部分，生動再現了抗戰時
期，全國軍民頑強不屈的英雄氣概和浴血奮戰的
歷史畫卷。

北平高校師生聲援馬占山
北平是近代中國的教育高地，尤其新文化運動
蓬勃興起後，燕京學子更成為抗日救亡的先驅
者。九一八事變後，馬占山將軍率領黑龍江軍民
開始在齊齊哈爾抗擊日軍，打響中國軍隊武裝抗
日的第一槍。消息傳到北平，很多高校師生舉行
各種聲援活動，一封展出的《平津學術團體對日
聯合會抄送該會與馬占山來往電報》記載，平津
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11月14日致電馬占山，表
示「暴日進逼黑省，我公竭力支持，孤軍苦戰，
保衛疆土。凡屬國民無不欽感，尚祈努力守禦以
竟全功，不勝企禱。」翌日，馬在電報中回覆，
「占山忝屬軍人，尤其責無旁貸，苟一息之尚
存，豈慮孤軍之苦戰」。

清華教職會捐薪千元
為支援東北軍民抗戰，北平各界紛紛募集善
款。展覽中一份1931年11月18日的《清華大學
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關於一致聲援馬占山致北

平大學工學院的函》顯示，清華大學教師們對馬
占山及全體將士「拒敵守土，不屈不撓，神勇精
忠，舉國同欽」的精神表達聲援。為表慰勞，教
職會特地捐薪千元。北平師範大學師生則組織了
抗日救國會等團體，出版《抗日周刊》分析戰爭
局勢，進行抗日宣傳。郵政機構抗日救國會在一
份簡章中寫道：「本會每月所收會費，除用為本
會往常費外，餘款均作救國儲金。」據介紹，當
時的北平郵區利用自身的業務優勢，把救國思想
傳到家家戶戶，並呼籲老百姓使用國貨，抵制日
貨。
1935年底，北平學聯組織全市學生發起反對

「華北自治」的「一二九」運動，北京市檔案館
珍藏的一份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在運動中發表的
《告全國民眾書》悲愴地寫到：「華北之大，已
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自此掀起全國抗
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歷史不能遺忘」
就讀於北京市海淀區的鍾同學在參觀展覽後表

示，這些檔案講述的故事，讓她不僅了解了華北
軍民在抗戰中的悲慘經歷，更有頑強不屈的英雄
氣概。「學習了抗戰的歷史細節，我欽佩那一代
年輕人的勇氣和擔當，也提醒我們更加珍惜今天
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我之前參觀過不少歷史展覽，但這次『勝利

烽火』展覽讓我印象尤為深刻，我看到了許多以
前從未見過的戰場之外的歷史資料。」小學教師
魏先生表示，展出的大批檔案顯示了在抗戰時
期，工人、農民、商人、學生等都積極參與救亡
圖存，廣大知識分子更是不做「文弱書生」，通
過宣傳和教育工作，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他們
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後
上課時候更有動力了，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這
些故事講下去，讓更多的人知道，歷史不能遺
忘。」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

日武裝深入敵後，創建了多個抗日根據地，構築了軍民一

體、牢不可破的堅強堡壘。現場，一個動態立體沙盤尤為

引人注目，它清晰呈現了各抗日根據地建立與分布情況。

正是在晉察冀根據地，「子弟兵」的名號打響了。據介

紹，1939年5月《抗敵報》刊登聶榮臻頒發嘉勉令，稱平山

團是「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這是「子弟兵」一詞首次

用於稱呼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晉察冀軍區創辦的

《抗敵三日刊》，也改名為《子弟兵》。由此，「子弟

兵」的名聲越來越響亮。

「共產黨領導人非常重視對『子弟兵』進行思想、文

化、軍事等各方面的教育。」現場工作人員介紹，展出的

《八路軍軍人必讀》就是抗日時期戰士們的教材。書裏明

確提到了部隊開展學習的時間、課程設置和學習方法，從

目錄中可以看到，書裏設置 24 門課程，從「我們是什麼

人」到「共產主義」，由淺入深，對戰士進行政治思想教

育。

此外，多份展出的檔案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

流砥柱作用。中央檔案館館藏的一份《中國共產黨為日本

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反對日本帝國

主義強佔東三省！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表態，

鏗鏘有力。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最先舉起抗日旗

幟，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

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現場還看到，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

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民族實行抗戰，武裝保

衛平津，保衛華北。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總結全國抗

戰以來的經驗，集中全黨智慧寫就《論持久戰》，成為指

導全國抗戰的綱領性文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

「子弟兵」名號是這樣煉成的特稿

●《子弟兵》是八路軍晉察冀
軍區政治部主辦的機關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當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來，華北大地化為血雨腥風的戰場。

中華兒女以不屈的氣節，為國家和民族的存續而戰，書寫了一篇篇

壯麗史詩。為繼承和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內蒙古等華北五省區市檔案館近期共同推出「勝利烽火——紀念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京津冀晉蒙檔案史料展」。正在北京市檔案館

舉辦的是次展覽精選了1,500餘件檔案、資料等展品，其中有76件中央檔案館珍藏的檔

案是首次公開展出。一頁頁泛黃的紙張帶領觀眾從歷史的細節，感悟偉大的抗戰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

台網紅「館長」參訪四行倉庫 讚大陸真實還原歷史

●陳之漢在紀念館內瞻仰謝晉元團長雕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1940 年 8 月
8日，八路軍前
總關於百團大
戰的行動命令
（ 中央檔案館
藏）。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瀚林 攝

● 1931 年 11
月 2 日，國立
北平師範大學
抗日救國會出
版的《抗日周
刊》（北京市
檔案館藏）。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瀚林 攝

●《大公報》（天津版）報道駭人聽聞的「海河
浮屍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青年觀眾觀看展覽了解抗戰期間日軍暴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