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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 85 周年仪式 7 日上午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仪式并
讲话。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巍然矗立。上午 10 时，仪式开始。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
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
牺牲的烈士默哀。首都大学生代表宣誓。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85 年前的今

天，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
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
民族抗战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高举
抗日旗帜，积极倡导、有力推动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
者进行了最英勇、最坚决的斗争，成为全民
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
难、浴血奋战，彰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
脊梁和精神。

　　王沪宁表示，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85 周年，就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筑牢历史记忆，担当历史
使命，掌握历史主动，更好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要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
结，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要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更好为人类和平发展进步

贡献力量。
　　王沪宁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
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烽火印
记——— 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
　　孙春兰、黄坤明、郝明金、张庆黎、苗华
出席仪式。蔡奇主持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有关
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参加过抗日
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及抗战将领亲属
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
表等约 300 人参加仪式。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王 沪 宁 出 席 并 讲 话

  ▲ 7 月 7 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烽火印记——— 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当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北京 15 家抗战类纪念馆推出《烽火印记——— 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展览生动展示了北京丰
富厚重的抗战文化资源，以及在保护利用抗战资源方面的巨大成就。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参观抗战遗址遗迹展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者
陈舒）第四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
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 7 日以视频连
线方式在北京、台北同时举办，两岸
退役将领、专家学者等百余人与会。
　　研讨会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
会、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
会共同主办，旨在纪念全民族抗战
爆发 85 周年，促进两岸同胞铭记
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为推动祖
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心聚力。
　　多位两岸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
究院院长高翔表示，抗日战争胜利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团结
奋战的结果，两岸同胞要在追忆历
史、缅怀先烈中，深切体悟血浓于水
的血脉亲情，深刻理解“两岸一家亲”
的历史意涵，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夯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心根基。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
会会长黄幸强表示，抗战历史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资产，无数军民牺牲
宝贵生命，换来抗战胜利成果。抗战
精神所蕴含的“牺牲、团结、奉献”依
然适用于现在，期待它能引领中华
民族迈向更美好未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荣誉理事
戚建国表示，中华儿女奋勇抗战，挺
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创造了
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奇迹，这是
海峡两岸同胞永恒的记忆和荣耀。
85 年后的今天，两岸同胞应共同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高举中华民族大
团结光辉旗帜，坚决反对外来势力
干涉台湾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
朗表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汲取历史经验、携手
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抗战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理事长黄炳麟表示，
希望通过研讨交流，继续增进两岸年轻世代对抗战历史的
认知，共创两岸美好明天。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功勤表示，抗战胜利捍卫了中
国领土主权完整，我们这一辈人应该传承抗战历史经验并
教育好下一代。
　　两岸嘉宾还就“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同盟
作战与台湾同胞抗日史实”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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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台北 7 月 7 日电（记者岳夕彤、齐湘辉）7 日上
午，台湾多个团体代表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所在地举行
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
　　活动现场，各团体代表向抗战中牺牲的将士和同胞表
示悼念，并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递交联署抗议信。抗议信
中呼吁日本记取历史教训，并停止介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
湾问题，不要破坏东亚和平稳定。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
日等外国势力介入干涉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
近一段时间，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政客妄称所谓“台湾有事
即日本有事”，意图以此为借口，突破和平宪法，这就是公然
介入台湾问题。
　　参加活动的各团体在联署抗议信中提出，外国势力的
介入干涉，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不会带来和平。两岸中国
人绝不会坐视外国势力介入干涉台湾问题。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长萧开平在发言中表示，
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世纪，台湾同胞罹难、牺牲达
数十万之多。历史可以原谅，但绝对不可以遗忘。台湾中华
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正代表年轻人发出心声，呼吁“要
和平”“社会要安定，年轻人要发展”。
　　参加集会并联署抗议信的台湾民间团体还有统一联盟
党、夏潮联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湾地区政治
受难人互助会等。

　　新华社台北 7 月 7 日电（记者齐湘辉、岳夕彤）记载台
湾抗日将领许历农一生奋斗历程的新书《许历农传——— 从
战争到和平》发布会 7 日在台北举行。该书以纪实笔触，
还原了这位百岁将军情牵两岸的家国人生。
　　《许历农传——— 从战争到和平》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
版，内容包括“军旅篇”“政党事务篇”“家庭与思想篇”三部
分，共计 15 章。
　　 104 岁高龄的许历农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他表示，唯
有选择两岸互利双赢统一方案，才是国家之福、全民之福。
　　被人们尊称为“许老爹”的许历农 18 岁时正逢七七事
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屡建
功勋，官至上将。他的一生，31 年在大陆，73 年在台湾。
　　上世纪 90 年代，他不满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搞“台
独”而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后又创办新同盟会、民主
团结联盟等统派团体。2007 年后，他投身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大业，发起“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组成“促进和平
统一政治团体联合会议”，还多次率团访问大陆，为和平统
一奔走呼吁。
　　本书由学者纪欣专访近四年写成。纪欣在发布会上
说，许老爹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至今已 30 余年。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凡响的
抉择，并且付诸行动，值得世人钦佩。

百岁老人许历农出版传记

回忆情牵两岸的家国人生

台湾多个团体共同纪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

　　新华社南京
7 月 7 日电（记
者蒋芳、邱冰清）
纪念“七七事变”
8 5 周 年 之 际 ，

《南京大屠杀国
际安全区研究》
一书正式出版，
作为系统研究南
京 安 全 区 的 专
著，很多珍贵史
料是首次公开。
　　该书是国家
社科基金课题，
由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心主任张连红
主 持 ，历 时 2 0
余年编辑、出版。
该书不仅全面梳
理了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组织
机构的运行和功
能演变，揭露了
安全区内令人震
惊的日军暴行，
还对南京大屠杀
期间南京难民的
日常生活进行了
细节呈现。
　　南京大屠杀
期 间 ，曾 有 2 5
万多名难民涌入
约 3.86 平方公
里 的 南 京 安 全
区。课题组围绕
难民的组成、难
民的生活和难民
的社会心理等问
题 进 行 深 入 研
究。为了收集更
多一手资料，研
究人员数次前往
美 国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日 本
等地。

　　“走访约翰·拉贝曾任职的德国企业
后，德方给我寄来了一份拉贝在南京小粉
桥难民所登记的难民信息表，里面包含了
600 多名难民的年龄、性别、职业以及他们
的签名，对研究难民构成情况意义重大。”
张连红说。
　　值得关注的是，该书还大篇幅展示了
安全区内中国人的互助。史料记载，南京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中国职员阵容十分庞
大。《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一书通
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共有 1500 多名中国
人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主
要来自与西方人士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
包括安全区的中层管理人员、安全区的基
层服务人员等。但遗憾的是，目前能够讲出
名字、了解主要活动的只有不足 100 人。
　　“通过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我们既要讴
歌人道主义精神，也要深入揭露侵华日军
暴行，用铁的证据批驳日本右翼人士的荒
谬言论，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
永久和平。”张连红说。
　　 1937 年 11 月，南京沦陷前夕，来自
美国、德国等国的 20 多位外籍人士冒着
生命危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和中方管理
人员一道，设立了 25 个难民收容所，在此
后南京的至暗时刻收容保护了 25 万多名
中国难民。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
字会南京分会部分成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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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的抗日历史应该被世代铭记
访 台 湾 抗 日 志 士 后 人 丘 秀 芷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七七
事变纪念日前夕，记者拜访了台湾著名抗
日志士丘逢甲的侄孙女、台湾抗日志士亲
属协进会荣誉会长丘秀芷，听她追忆先辈
们那段抗日的烽火岁月。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 1895 年就开始了。”
丘秀芷今年虽已 82 岁高龄，但忆起家族抗战
历史，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
　　 1895 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次年，
丘逢甲挥笔写下传世名句“四百万人同一
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他与台湾更多仁人
志士一起，誓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与乡
土共存亡。
　　“乙未（1895 年）台湾人组建义勇军抵
抗日军，从三角涌、龙潭、湖口，一路被日军
血洗镇压。”丘秀芷翻开她主编的《破碎山
河谁来补——— 台湾抗日先贤先烈传》，感慨
地说。
　　少女时代的丘秀芷，无意间发现了家
里的一个印章，上面写着“台湾义军总帅丘
逢甲”，这段埋藏许久的家族抗战史才逐渐
浮出水面。
　　甲午战争爆发时，丘逢甲正值壮年。

“甲午战事起，丘家人就意识到，日本觊觎
台湾已久，中日之间必有一仗。”丘秀芷说，

丘逢甲出面号召，成立以客家人为主的
团练。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丘先
甲、丘逢甲两兄弟义愤填膺，以“抗倭守土”
为名，号召创办义军，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
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
统领。因为武器装备不足，经过一个月的浴
血奋战，义军伤亡惨重。
　　如今，台中大坑地区丘先甲墓碑上的对
联“威武彰南崁，英灵振北坑”依然清晰可
见。丘秀芷说，这副对联刻于 1917 年，当年
父亲冒着被日本人逮捕的危险也要在爷爷
墓碑上刻下这副对联，就是希望有一天这段
历史可以为世人所了解。
　　义军没能阻挡住日军，台湾遭受日本殖
民压迫长达半世纪的苦难岁月由此开始。但
反抗从未停止。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在祖国
大陆参与抗日运动，与台湾岛内抗日志士遥
相呼应。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广州沦陷。丘念
台组织成立东区服务队，从事动员民众等
工作，投身长期抗战。服务队吸引了很多台
湾青年学生。
　　“他与数十名有志青年，以步行方式，
背包袱、毯子，到一个个乡村小镇去做宣
传。”丘秀芷说，丘念台当年还编了服务队

队歌：“步行二千里，东区服务队，动员民众
自卫……大家齐奋起，老幼男女，必收复失
地。”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期间，推行奴化教
育，严禁台湾民众学习和使用汉语。丘念台
在大陆投身抗战的同时，不断给台湾的丘
氏宗亲寄来国文书籍。正是这些书籍，启迪
丘秀芷走上文史写作的道路。
　　“就连我的名字‘秀芷’，也是伯父丘念
台起的。”丘秀芷说，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
湾民众不能取中国名而只能取日本名。台
湾光复后，她立刻改回了中国姓名。
　　她在整理家族抗战史的过程中，有感
于先人无私无我的爱国精神，希望那段历
史被世代铭记，于是从 1975 年开始致力于
台湾史的研究，倾其所有对丘家及台湾其
他抗日家族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了多
本书籍。
　　 2006 年，台湾抗日志士的家属及后人
成立了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丘秀芷
曾先后担任理事长、荣誉会长。
　　“我们的宗旨是，纪念和发扬所有台湾
抗日先辈爱国爱乡光荣传统。”丘秀芷
说。 
        （记者齐湘辉、岳夕彤）
       新华社台北 7 月 7 日电

　　（上接 1 版）沿着木栈道，总书记步入
林中。在一棵落叶松前，总书记仰头看了看
高大的树干，还特地用手丈量了一番：“长
得很好，树干很直。”
　　“森林怎么抚育的”“林子里生物多样
性怎样”“有没有上层生物链的动物”……
总书记一路走一路问，详细了解林场生态
环境的情况。
　　“我告诉总书记，这里经常出现黑琴

鸡、狍子，这些年还发现了狼。总书记听了
很高兴，笑着说这个很好。”陈智卿回忆说。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意气风发的青
年，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面对三代林场职工，习近平总书记说：

“你们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总书记说，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

物质，也要靠精神。”经历了建场初期的困
难，陈彦娴老人对总书记这句话感触良多，

“我们要将塞罕坝精神代代相传，不论在任
何环境下，都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付出给
脚下的这片土地。”
　　如今，塞罕坝精神已经在中华大地落
地生根，越来越多的绿色正将我们的家园
变得更美。 
    （新华社记者高敬、高博、曹国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