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忘历史，寻访抗战故地

1931 年 9 月 18 日
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
下，铁道“守备队”炸毁
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
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
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
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
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
大营，拉开了日本军国
主义侵华的战幕。

这 一 战 ，就 是 14
年。5000 多个日日夜
夜，中华民族每时每刻
都在危难中煎熬，不计
其数的中华儿女冒着敌
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为
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而英
勇斗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东方主
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
覆灭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
走向，理应值得所有爱
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隆
重纪念。

为了铭记那场历时
14年的抗战，从2015年
4 月 15 日启动“京九晚
报抗战故地行”开始，至
8月20日活动结束，京九
晚报四个采访团分赴京
津东北地区、山陕冀鲁
豫地区、华东华中地区、
华南西南地区等区域，
寻找一个个见证了血与
火的战场找寻遗迹，和
读者一起倾听当年的慷
慨战歌。从3月26日至
6月2日，《京九晚报》共
刊发商丘部分特稿 19
篇，全国抗战行采访特
稿61篇，花絮5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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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图/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魏文慧

第一采访团——见证

第一采访团把第一站选在了卢沟桥。在这里，记者
无意中找到了被人誉为卢沟桥事变“活历史”的郑福来老
人。85岁的郑老家就在卢沟桥西头，他不仅是卢沟桥事
变的亲历者，而且60多年来一直坚持利用节假日义务到
卢沟桥、宛平城做历史讲解员，如今已经接待了近百个国
家的外宾、媒体记者和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望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听着郑老时而舒缓、时而愤怒
的讲述，想起宛平城墙上一个个刺目的弹痕，我们心中顿
时涌起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
事实，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
民绝不答应。那段血泪史就像卢沟桥上的弹痕一样，已
经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我就是一个见证者！”

在沈阳，凝望着“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残历
碑”上短短50多个字的历史记载，我们的心情瞬间变得
沉重起来。在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凝视密密麻麻
的被731部队细菌实验折磨致死的罹难者名单，我们感受
到了令人窒息的黑暗。从北京到河北宽城，到沈阳，到长
春，再到哈尔滨，一路走来，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实地碰
触每一段历史。“九一八”事变、哈尔滨保卫战、伪满洲国
成立、喜峰口战役、卢沟桥事变……每一场惨烈异常的战
争，每一起生死存亡的事件，都记录下侵略者的罪行。

第二采访团——寻找

从5月4日出发，到5月20日赶赴台儿庄大捷发生
地，第二采访团历经17天，先后奔赴陕西、山西、河北、山
东4省，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再到我国军队正面战场
的大胜利——台儿庄大捷，每到一处，都有一群热心的
人，为我们提供采访便利，为我们指引道路，为我们提供
最鲜活的资料。他们是群众，他们是党史研究人员，他们
是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记者的每一次寻访，都是为了留住可以触摸的历
史。对每个点的探访，都给记者以精神的鼓舞和心灵的
洗礼。因为收获了感动，所以，这一路，大家累并快乐着；
所以，即便遇到恶劣天气，仍阻挡不了采访团的脚步。

5月9日一大早，记者冒着倾盆暴雨赶往阳泉百团
大战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深山老林中的狮脑山高地，
海拔1160米，路上，山林被大雾笼罩，且人烟稀少，又无指
示标志，导航不给力，加之不宽的山路蜿蜒曲折，大家误
入军事禁区。又几经周折，才终于找到百团大战纪念馆。

为了寻找河北涞源县银坊镇战役发生地黄土岭村，
采访团又误入深山，直到山峰挡住我们的去路。

……
不知多少次，我们早出晚归，饭不能按点，宿不能按

时；不知多少个夜晚，深夜时分，我们还在敲击着键盘。

第三采访团——感动

京九晚报“抗战故地行”第三采访团出发时，初夏的
阳光已经有些毒辣。然而，当大家亲眼见到在抗战时那
些数以万计的受害者留下的历史痕迹时，仍然感到了阵
阵寒意。而那些为了抗击日寇而牺牲的英雄们，又让大
家心生敬意。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永
远是一个不可被奴役的民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记者在南京见到的
这样的纪念碑就有好多。纪念碑上，是一串串冰冷的数
字。数字汇总起来，就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的
一个数字——300000。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这些中国人的家园被烧杀抢掠以后，人也被冰冷的
刺刀或子弹穿透身体，倒下了。

面对这些，我们心生寒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的万人坑中，堆堆白骨又让我们泪流满面。

江苏淮阴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园，江苏海门汤景
延团部旧址，上海四行仓库……我们为受害者流泪，被牺
牲者鼓舞。我们这次采访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民族永远是
一个不可被奴役的民族！

第四采访团——铭记

6月中旬，“抗战故地行”第四采访团从商丘出发，一
路跋涉、颠簸而行。重庆、常德、衡阳、腾冲、芷江……我
们以重庆为起点，一路中艰辛而行，我们一边探寻70多
年前那段惨痛历史带给我们的记忆和伤害，一边在心底
里反复警醒自己：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一定要珍
惜。70多年前的那段血与泪的沉重历史，也将永远驻留
在我们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

在重庆的抗战遗址博物馆、空军抗战纪念园、抗战教
育博物馆、抗战遗址公园、飞虎队展览馆等处，在近40℃
的持续高温下，我们一路耐心找寻着曾经在这里真实发生
的跟抗战有关的每一段珍贵历史。在对重庆抗战记忆的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当年那次持续了6年多的重庆大轰
炸，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民众带来了撕心裂肺、难以忘却
的刻骨之痛。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那些曾经的硝烟炮火、血肉厮
杀、浴血奋战的场面虽然早已随风而逝，但我们相信，不
管时间再过去多久，不论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将来会如
何变幻，那段曾经真切发生在华夏大地之上的、令我们惨
痛不已的抗战历史，每一个国人都将终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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