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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记者高
蕾、董博婷）黑龙江的尚志市，吉林的靖
宇县，山西的左权县，北京的佟麟阁路、
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湖北武汉的郝梦龄
路、陈怀民路……行走在大江南北城市
街道，一个个以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
地名定格下一段段红色记忆。
　　烽火年代里，无数英雄“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
钢铁长城；今天，山河无恙、岁月悠长，英
雄们的动人故事众人传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尽管已是冬日，四川宜宾翠屏山依
然苍松翠柏、绿意盎然。在位于山腰的赵
一曼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这位女英雄
的雕塑，她目光坚毅，英姿飒爽。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一曼不顾孩子
年幼，舍下身为母亲的缱绻柔情，战斗于
白山黑水。
　　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
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尽管饱受酷
刑折磨，她始终未吐露一个字。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
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
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 年 8 月，赵一曼在给幼子“宁儿”留
下一封遗书后慷慨就义。
　　后来，这封遗书经“宁儿”陈掖贤重
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陈红。和遗书一并
传承的，是赤诚的爱国情怀。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誓死报国的佟麟阁，面对日寇进犯
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
以死报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张自忠，
亲笔写信告谕官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
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抗战英雄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
复兴而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
的雄壮史诗。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马宝玉！”“到！”“胡德林！”“到！”“胡福才！”“到！”“宋学
义！”“到！”“葛振林！”“到！”
　　这是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每天晚点
名时都会出现的场景。每逢点名，首先从“五壮士”点起，官兵
共同答“到”，是他们坚持了多年的传统。
　　 1941 年 9 月，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第一团第七连二排六班的 5 位战士顽强阻击，同敌人激战 5 小时。
　　打光最后一枚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
人……在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纵身
跳下悬崖。
　　神州大地上，这样的壮烈比比皆是。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
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被
捕后不畏日军胁迫，绝食殉国；“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
血，死后裹身……”四川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收到父亲赠
送的写有“死”字的白布大旗……
　　抗战英雄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只因民族到了最危
难的时候。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布满弹孔的连旗、被折弯的步枪……在“刘老庄连”连
史馆，一件件文物静静摆放，无声诉说着 79 年前那场战斗。
　　 1943 年 3 月，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移，新四军第 3 师第 7
旅第 19 团第 4 连 82 名战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 5 次
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生命最后一刻。
　　晚霞褪去，战友和群众已安全转移。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
看到，4 连的战士们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有的怒目圆
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弯曲了的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
在大树旁；有的双手紧紧抓着敌人头发；有的嘴里狠狠咬着敌
人耳朵……
　　还有许许多多抗战英雄也作出了一样的选择。
　　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率部坚持战斗，直至战死仍然保
持射击姿势；后来被称为“白刃格斗英雄连”的战士们与敌人
进行肉搏战，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英雄不畏强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展示了中国人民
的铮铮铁骨。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在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的山岩上，一尊 5 米高的花岗
岩女性雕塑格外醒目。
　　她就是“英雄母亲”邓玉芬。抗战爆发后，她先后把丈夫和
5 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她脸上的笑容
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对子弟兵更亲了。
　　 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
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临终前，邓玉芬对乡亲们说：“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
孩子们回来。”
　　“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
当年华北平原上一个庄户人家写下的对联，就是邓玉芬一家
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面对中日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
中国人民从未失去必胜的信念。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
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左权将军在给亲人的家书中憧憬着
光明的未来；“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抗日民族
女英雄李林信念如炬、誓言铿锵……
　　正是因为有坚不可摧的信念，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
敌、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
第一次完全胜利。
　　历史长空，抗战英雄灿若星辰，熠熠生辉。他们用生命和
鲜血铸就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抗
战
英
雄

血
肉
之
躯
筑
长
城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2 日电（记者蒋
芳、邱冰清）12 月 13 日，凄厉的警报声将
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长鸣于耳
畔。冬日的南京城，佩戴起紫金草的人们再
次伫立街头，回首这座城市最惨痛的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5 周年之
际，举国上下同悼死难同胞，是哀悼更是警
醒，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我辈当勠力同
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八十五载，历史痛感未敢忘

　　“父亲、二姑爹、大舅，我又来看你们
了……”11 月 25 日，86 岁的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马庭宝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名单墙前，苍老的手颤抖着指
向亲人的名字，眼里满含生死相隔的痛楚。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被民间称作

“哭墙”，上边共铭刻了 10665 个死难者姓
名。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有着家破人亡的
惨剧。
　　鞠躬、献花、敬香、默哀……陪着马庭
宝参加家庭祭告仪式的女儿马明兰说：“父
亲老了，当下的记忆很模糊，过去的事情却
记得清清楚楚。”她注意到，人群中的白发
老人只有三四位，绝大多数是子女辈、
孙辈。
　　在世者仅剩 54 位！2022 年以来，又
有 7 位幸存者老人相继离世。冰冷数字变
化的背后，是那段惨痛历史见证人在消逝。
　　 13 名传承人上岗！今年 8 月 15 日，
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
证，意味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
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不敢忘！不能忘！”已故幸存者李高山

的儿子李真铭说：“父亲在世时常常夜不能
寐，一闭上眼就是死里逃生的经历。他走
后，这份责任就要我来扛了。”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忘记过
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已故
幸存者李秀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
官梅汝璈的警示之语，仍悬挂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的显眼
处，至今振聋发聩。而在尾厅的留言区，自
2019 年以来已收到手写留言超过 22 万
份，这两句话也被高频引用。
　　“南京大屠杀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深重
苦难，是国人永久的沉痛记忆。”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馆长周峰说，这段惨
痛历史永远警示着世人，心向光明但决不
能忘记黑暗。

守望互助，凝聚和平力量

　　北京时间 11 月 17 日，美国明尼苏达
州的典当店老板埃文·凯尔，最终把那本引
发全球网络关注的“二战相册”捐赠给中国
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他觉得“那是它该去的
地方”。
　　“遇难者 300000”——— 国家公祭仪
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
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场浩劫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
明史上的屈辱回忆。
　　 12 月 13 日，《为了共同的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
征集藏品展》将与公众见面，展出美国牧师
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侵
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收集保存的日军侵略
中国的照片、日本研究者松冈环记录的侵

华日军士兵晚年自述音像等。
　　就在今年 11 月，日本友人大东仁将
最新一批从日本征集到的 51 件（套）珍贵
文物辗转送至南京。其中，侵华日军第九师
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阵中日
志》、侵华日军荣第 1644 部队相关照片等
尤为珍贵。2005 年以来，他代为征集和无
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超过 4500 件

（套）。
　　“纪念馆馆藏文物史料共有 19.2 万余
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各国友人和海外
华人的征集和捐赠，他们对历史真相不懈
追寻的价值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纪念馆
文物部主任艾德林说。
　　热爱和平的人们，即便相距万里总能
相遇。
　　每到 12 月 13 日，紫金草国际志愿者
董戴维将微信头像换成黑白色，以此表达
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缅怀。据了解，从
2008 年日本志愿者黑田薰开始，紫金草国
际志愿者已汇集了来自美国、韩国、巴基斯
坦等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
人。他们身着紫色马甲参加志愿活动，用自
己的语言和特长不断夯实这段人类共同的
记忆。

圆梦中华，砥砺复兴之志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半，纪
念馆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每天首批入场
的 12 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 13 声，
寓意牢记 12 月 13 日，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
　　进入 12 月，南京市 600 多所中小学

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
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 日上午，来
自江苏、辽宁等全国 40 多所小学的师
生代表，还将通过网络云课堂共上一堂
主题班会课，一起倾听历史、朗读国家公
祭读本和抗战家书。
　　“对孩子们来说，侵略、屠杀还只是
模糊的概念。但他们也会因此受到启蒙，
思考什么是战争，该怎么看待历史。”南
京市考棚小学王老师说。
　　 85 载时光荏苒，85 载沧桑巨变。历
经劫难的南京，正改换新颜。
　　长江边，燕子矶。85 年前，这里尸横
荒滩，血染江流，遭集体屠杀者数达五万
之巨。如今，大河滔滔、青山相依，金陵四
十八景之一“燕矶夕照”光彩照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 180 多年的历
史，告诉我们什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
才能自强。”幸存者阮定东说，他的爷爷
阮家田曾在燕子矶的江边遇难，长大后
他从军报国，并带着后人多次重走逃难
之路。
　　 2015 年以来，王生、高在书、钱家
书等抗战老兵代表从未缺席国家公祭仪
式。96 岁高龄的王生老人感慨地说：“历
史的硝烟已然散去，现实的威胁却无时
不在。殷鉴不远，后人当自警之！”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
志不忘。”每一次公祭仪式上，青少年代
表们都会朗诵《和平宣言》，当饱含深情、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公祭广场，也在传
达着亿万国人的共同信念——— 以史为
鉴，中华民族的前景必将无比光明。

历史痛感未敢忘，勠力同心谋复兴
——— 写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新华社长春 12 月 12 日电（记者张博
宇、孟含琪、司晓帅）13 日是第 9 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内各地的人
们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祭奠在南京
大屠杀中死亡的 30 多万同胞和更多在这
场侵略战争中无辜死难的同胞。
　　公祭日来临前，吉林大学的科研人员
再次来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辽源矿工
墓陈列馆，对馆内的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新
一轮的防腐处理工作。
　　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华时期最早沦陷
的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
类最完善的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类“万人
坑”罪证遗址。据初步调查，东北地区有

“万人坑”遗存 50 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余处。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矿工
墓。日本侵略时期，在这里死难的中国同胞
约有 8 万余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文物
管理员刘宏颖说。这里是日本侵略东北、疯

狂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残害中国劳工的重
要历史遗存，是吉林省境内重要的涉日遗
存之一。
　　多年来，为了向参观者展示“万人坑”
遗址的原貌，遗址中的遗骸被整理好后采
取了直接在遗址中进行展示的方式。但长
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也为遗骸的保护带来
了 难 题 ，一 些 遗 骸 已 经 出 现 虫 蛀 风 化

现象。
　　自 2015 年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张全超教授团队为这项保护工作提供了
全方位的技术支持。7 年来，他们多次赴
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全馆 197 具完整遗
骸和 20 余具零散遗骸进行了法医考古信
息采集和遗骸的防腐处理。
　　“这对于遗骸的长久保存和直观展

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法医考
古学鉴定得到的信息，也为我们场馆
更好地展示这段侵华历史给人们带来
的苦难提供了更多权威的解读。”刘宏
颖说。
　　此外，为了让“万人坑”侵华罪证长
久保存，科研人员还采取了保护与研究
并行的方式，将法医考古学研究理念应
用到辽源矿工墓等“万人坑”遗址的研
究和保护当中。
　　张全超教授团队在保护“万人坑”
内遗骸的同时，通过重要个体 DNA 样
本的采集提取等方式，对遇难遗骸进行
创伤、病理、死因分析和综合研究，建立
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用科学严谨
的数据化，将此类历史罪证长久保存
下去。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
下，该团队正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应用到
更多的“万人坑”等历史罪证遗址的保
护和研究当中。

2 万余件（页）731 部队暴行新罪证首次展出

　　新华社哈尔滨 12 月 12 日电（记者王
建、杨思琪）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
来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
万余件（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
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展出的罪证为 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
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

加完备。
　　据介绍，此次改陈工程于 9 月 19 日
开工，馆内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主题。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介绍，此次改陈新增罪证主要是
2015 年以来通过考古发掘、“跨国取证”
和 学 术 研 究 取 得 ，其 中 新 增 罪 证 文 物
2862 件、新增罪证史料 23000 页、新增

731 部队原队员影像资料 810 分钟。
　　“这些新展出的罪证文物和史料都是
铁证，使 731 部队细菌研制、人体实验的
证据链更加完备。”金成民说。
　　在展厅内，新展出的《关东军防疫给
水部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 731
部队）详细记载了 731 部队成员信息，为
深入进行 731 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

身份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研究提供了
一手史料支撑。根据该名簿记载，731
部队共有成员 3497 名。“此前学术成果
多涉猎生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罪行、
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等问题，731 部队
成员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较少。这
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完整面
纱。”金成民说。
　　 1945 年 8 月，731 部队败退之际
炸毁了进行细菌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核
心区域，试图毁灭证据。通过考古挖掘，
2000 余件战争遗物在这次改陈后首次
大规模展出。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理事长李陈奇说：“这些新罪证文物是
日 本 侵 略 者 毁 灭 犯 罪 证 据 的 直 接 证
据。”
　　历经 30 余年艰辛寻证和不懈研
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已拥有七大类近 10 万件馆藏罪证文物
及史料，构成了相互印证、真实完整的
立体罪证链条。“通过展示罪证、揭露罪
行，进一步扩大和增强陈列馆的国际影
响力，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金成民说。
　　 731 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
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实则用
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进行活体实
验，以及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的秘
密部队。其基地建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平房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
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至少有
3000 人在这里被用于人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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