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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過去 國恥未敢忘
多地紀念「九一八」遼寧14市齊鳴警報

撞鐘14響寓意14年抗戰

上午9時16分，由遼寧省、瀋陽市、軍方領
導及來自各界的4位民間撞鐘手共同推動鐘槌
擊響「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歷碑廣場上的

「警世鐘」，空曠而嚴肅的儀式現場迴響起14響
厚重有力的鐘聲，代表了中國人民長達14年的
浴血抗戰歷史。9時18分，隨「警世鐘」息聲
而來的是響徹全城的防空警報，全省其他13市
也同時鳴響，此時路上行人、車輛駐足，以示
對在戰爭中死亡的中國人民默哀。儀式結束
後，早已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等候的人
們紛紛湧入館內參觀。

對於當前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加劇、借由美
化侵略歷史而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等一系列動
作，「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館長井曉光表示強
烈譴責，「這段時間，日本右翼勢力比較猖
獗，安倍的諸多行為更首次趨向官方化。東北
淪陷14年，受日本奴役時間最長，作為中國
人、作為東北人，我們從感情上是無法接受日
本企圖美化當年侵華歷史的行為。我們每年拉

響警笛，是要全民族都記住這一刻、這一天。」

年輕家長給孩子講歷史

1997年9月6日，時任日本首相的橋本龍太郎
在該紀念館內的殘歷碑前揮筆寫下「以和為
貴」；而在2011年的紀念日前夕，前日本首相
村山富市以87歲高齡參觀了「九一八」歷史博
物館，並公開希望中日年輕人正視歷史，共同
關心和平事業⋯⋯「我們每年鳴警笛不是為了
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避免戰爭重演。我一直認
為德國政府正視歷史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1970年德國總理對二戰死難者的一跪，卻讓整
個民族站了起來！」

據井曉光介紹，近年前來參觀九一八紀念館
的人數年年都有增長，參觀者也由過去大多是
組織而來的群體變成零散的、全國各地群眾自
發的行為，顯示越來越多中國民眾關心這段歷
史。「我在場館內看到好多二、三十歲的家長
在給孩子們講解這段歷史，這也是我們辦紀念
館的初衷—就是讓更多的人看到歷史的真
相，避免日本對史實的歪曲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昨天是日本關東軍侵略中國東三省的

「九一八事變」82周年。在事發地的遼寧省，全省14個城市於上午9時18分首次

同時鳴響3分鐘防空警報，提醒國人牢記歷史、勿忘國恥。在各市街道上，汽車

暫停、響起喇叭，路人駐足默哀。另外，西安、北京、南京、成都等地也用各種

方式進行紀念活動。

港團體日總領館抗議
促道歉賠償

日強擄華勞工檔案首次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九一八事
變」爆發82周年之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
館18日在北京公佈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罪行
檔案。據悉，這是幸免燒毀的120袋珍貴檔案
首次在中國公佈。

該檔案由旅日愛國僑領、東京華僑總會名譽
會長陳焜旺轉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他
保存這批日本奴役中國赴日勞工原始檔案長達
半個多世紀。

該批檔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
業的124個作業場、373份報告和日本外務省報
告書及附屬檔案32份。這些檔案記錄了中國被
強擄赴日勞工的姓名、契約書、死亡診斷書等
內容。

據介紹，檔案資料均是在中國勞工幸存者回
國之後形成的，日方根本沒有調查受害者一
方，完全依靠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方企業主和日
方調查人員的意見，於1946年6月寫成《外務
省報告書》。材料的真實性雖然大打折扣，但
其畢竟完整記錄了日本強徵和奴役中國勞工的
歷史，是珍貴的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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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震驚中外的「九一
八事變」，被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
的開始。遼寧省瀋陽市的日本領事館
昨日發出呼籲稱，在華日本公民在這
個特殊的日子裡需注意安全，提高警
惕。

據日本NHK電視台18日報道稱，
在9月18日這個中國人民公認的「永
世難忘國恥日」裡，中國公民的反日
情緒定將變得異常高漲。位於事件發
生地的駐瀋陽日本領事館向在華日本
公民發出呼籲稱，「外出的時候要先
觀察周邊的情形再做安排，安全第
一，提高警惕」。

但讓日本倍感意外的是，在今年9
月18日這個特殊日子裡，中國網絡上
沒有看到任何關於呼籲進行遊行的消
息。

年近七旬的趙洪濤昨日上午拿㠥一個巴掌大

小、有些發黃的本子急步走進瀋陽「九一八」歷

史博物館辦公區，「給我蓋個紅章！」還喘㠥粗

氣的老人把本子遞給工作人員。翻開小小的本

子，一頁頁「九一八」博物館的紅色印章格

外醒目，這裡記載㠥他作為普通市民為讓

身邊人牢記歷史而奔走的故事。

「我堅持騎自行車來這裡蓋紅章已經8

年了。2006年是『九一八』事變75周

年，我兒子作為立功軍人代表，成為紀

念日的撞鐘手，那次的紀念活動非常的

隆重。但我想，無論是紀念歷史，還是緬

懷歷史，都不應該僅僅在『逢五逢十』才

舉行活動。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了向身

邊人、向年輕一代宣傳這段歷史的念頭。」

那之後，退休前曾在教育系統任職的趙洪

濤開始奔走在學校之中，而且每年的9月18

日他都會騎㠥單車到「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親身感受那一份獨有的肅穆和莊重，「我在這個本子裡都記下了時

間、騎行的歷程，然後來這裡蓋一個紅章，累積起來。」

趙洪濤更呼籲將這段歷史代代相傳，「我剛一歲時正趕上日本投降

從東北撤走，當時我父親就在留下的日軍物品中拿了一個盤子回家，

現在家裡還珍藏㠥這個『古董』，是為了讓子孫

後代都記住日本對侵略中國的這段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二戰時期，
正當日軍鐵蹄肆虐中華大地時，納粹德軍也在歐洲濫殺
無辜。昨日，由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聯合波蘭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紀念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首次共同舉辦《奧斯維
辛集中營納粹大屠殺罪行展》開幕。參觀的民眾表示，
納粹德軍與侵華日軍的暴行同樣慘無人道。

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大屠殺罪行展共展出350多張照
片，15件文物，一個場景復元及兩副油畫展品。展覽主
題是「揭露罪行、哀悼逝者、彰顯正義、警示未來」。照
片中展示了納粹德軍在二戰期間違反人道，屠殺無辜平
民的史實，翔實紀錄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被關押的俘
虜、特別是大量猶太人遭納粹德軍折磨及屠殺的歷史。

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位於波蘭的一個小鎮，
1940年納粹德軍在此建立關押波蘭俘虜的集中營，集中
營內設有絞刑架、毒氣殺人浴室和焚屍爐，是希特勒種
族滅絕政策的最重要執行地。據統計，1940年至1945
年，僅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有約135萬人被屠殺，其中110
萬是猶太人。

納粹與日軍暴行 同樣慘無人道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表示，戰後60

多年來，德國對二次大戰中納粹犯下的罪行進行了全面
和深刻的反省，並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同樣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中，給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人民帶來
深重災難的日本，至今仍在美化歪曲侵略歷史。

不少南京市民昨日一早來到紀念館參觀，78歲的夏老
先生表示，人類發生這種暴行是可恥的，「無論是東西

方，同樣都痛恨這樣殘忍的事情。」參觀的學生說，與
日軍對南京的大屠殺暴行相同，奧斯維辛大屠殺同樣慘
無人道。「如同電影《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中看到的一樣，集中營的浴室和蒸氣室噴頭流出的不是
水，而是毒氣。當年被侵略過的國家和民族更應該記住
這段歷史和苦難。只有使自己更強大，才能拒絕戰爭。」

■「九一八事變」82周年，遼寧省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舉行撞鐘鳴警儀式。 新華社

■遼寧全省14個城市於昨日上午9時18分同時鳴響警報。圖

為瀋陽勿忘九一八主題撞鐘鳴警儀式現場。 本報瀋陽傳真

■18日，吉林長春各界人士向東北抗日戰爭犧牲烈士

英雄譜獻花。 中新社

■18日，安徽合肥進行消防滅火、樓頂救人、120急

救等大型現場演練。 中新社

■17日晚，浙江省諸暨市海亮學校通過在宿舍樓點亮

「9．18」字樣，紀念事變82周年。 中新社

■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罪行檔案在北京公

佈。 中新社

■市民前來參觀展覽。 許娣聞 攝

■1 8日，

《奧斯維辛

集中營納粹

大屠殺罪行

展》在侵華

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開

展。

中新社

南京舉辦「奧斯維辛屠殺罪行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多個團體
趁昨日「九一八」事件82周年紀念，遊行到位
於中環交易廣場的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要
求日本政府就侵華歷史向中國人民道歉賠償，
其中工聯會則強烈抗議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日
前提出在釣魚島派駐政府人員「捍衛主權」的
言論，要求日本政府正視侵華史實，放棄走軍
國主義之路。

工聯會抗議日擬派公務員駐島

工聯會社委副主任郭偉強說，日方有意派公
務人員駐守釣島，是違法行為，「釣魚島是中
國固有領土，不容侵犯。」前來抗議的人並撕
毀印有日本軍旗的圖片，遞交抗議信後離去。

另外，保釣大聯盟、保釣行動委員會、
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等多個團體合共
數十人，舉起橫額沿途高叫口號，亦先後遊
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保釣大聯盟召
集人蔡素玉指出，日本至今仍未就侵華歷史反
省，最近亦有軍國主義復辟現象，她希望中央
政府在對日政策上可顯示出危機感。

而10多名前來抗議的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
指日本總領館沒有派員接收請願信，即場燒毀
請願信及日本軍旗。委員會主席羅就批評日本
政府拒絕承認侵華史實，部分官員和國會議員
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對戰爭毫無悔
意，要求日方道歉和賠償。他又表示，漁船

「啟豐二號」約10天便會完成維修，然後會通
知海事處驗船，沒有問題的話，兩星期後就可
以出發到釣島宣示主權。

■工聯會要求日本政府正視侵華史實，並要求

日本就侵華歷史道歉賠償。 潘達文 攝

瀋陽 長春 合肥 諸暨

■趙洪濤手拿的本子

蓋㠥博物館的紅色印

章。 本報瀋陽傳真

「不僅『逢五逢十』才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