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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總統朴槿惠
4日共進午餐，兩人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極度關注，兩
位元首表示，「日本不斷表現出歷史修正主義態度，甚
至推進（通過改變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兩國對
此一致感到憂慮」。

不滿安倍政府損河野談話
據韓國媒體報道，青瓦台（總統府）外交安保首席秘
書官朱鐵基介紹稱，關於日本行使自衛權的問題，習近
平和朴槿惠均表示，「我們注意到，已經有許多國家對
此表示憂慮，日本本國一半以上國民也表示反對」，
「我們一致認為，日本政府應該摒棄得不到本國國民充
分支持的行為，透明推動更符合和平憲法精神的防衛安
保政策。」

習近平和朴槿惠並就日本鑒定承認強制徵用慰安婦的河
野談話一事表示，「日本一方面說繼承河野談話，一方面
通過實際行動損害詆毀談話內容，對此表示遺憾。」

韓議長倡設中日韓史研會
此外，習近平4日訪問韓國國會時與國會議長鄭義和就

成立「中日韓歷史研究委員會」問題進行討論。有分析
指出，日本不懂得反思歷史，此舉的目的可能是要對日
本政府施壓。
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中，鄭義和議長提議「為了東北亞
美好的未來，中日韓三國國民對於歷史的共識十分重
要。成立中日韓歷史研究共同委員會，可以共同編輯歷
史書籍，增強對歷史認識的交流。」
對此，習近平表示支持並指出，「這對中日韓三國建

立正確的歷史觀具有積極的作用。 」習近平並強調，
「在與日本有關的歷史問題上，中韓有着類似的遭遇和
共同關切。」

習近平：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習近平還提及了去年8月中國全國人大領導班子和韓國

國會代表團共同譴責日本「對於過去的侵略和殖民統治
行為，日本政府要道歉」。習近平表示，「中國有句古
話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有分析認為，在3日發表的中韓首腦會談聯合聲明中，

考慮涉外交關係，並沒有直接指出日本的軍國主義行動
以及歪曲歷史的行為。但是習主席與鄭義和議長的談話
中，強調稱要正確認識歷史，這間接地表現了對日本的
不滿。

中韓元首關注日解禁集體自衛權

■習近平會見韓國國會議長鄭義和。 新華社

中國高規格紀念七七事變
國家領導人明赴盧溝橋出席活動並發表講話

上阪勝：讓平民「人肉掃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盧溝橋報

道）明天（7日）是日本帝國主義正式開啟

全面侵華戰爭，也是中國人民打響全面抗戰

第一槍的「七七盧溝橋事變」77周年紀念

日。官方公布，7月7日上午，國家領導人

將到北京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出

席活動，與各界人士一起紀念全民族抗戰爆

發77周年。本報記者昨日在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採訪時得知，為準備紀念大會工

作，紀念館今日暫停對外開放。據悉，國家

領導人屆時將會在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

據悉，國家領導人將於7月7日上午出席在盧溝橋
旁的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舉辦的紀念會，屆時

首都社會各界代表將齊聚抗戰館前宣誓，「牢記歷
史、珍愛和平、勿忘國恥、圓夢中華」。據新華社報
道，中央電視台及多個官方網媒屆時將直播這次紀念
大會。

用3D全景音頻講解歷史
在七七紀念日前夕，抗戰館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據介紹，7月初抗戰館剛剛入駐了百度百科數字博物
館，通過3D全景、音頻講解、立體展現等多種形
式，將線下的知識信息用立體化方式沉澱在互聯網，
並加以系統組織傳遞給廣大網民等一系列的活動。
抗戰館工作人員表示，此次抗戰館入駐百度百科數
字博物館，將打破以往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無論是偏

遠地區無法來北京實地參觀的人、貧困山區的孩子、
行動不方便的殘障人士、來自世界各地的網民只要通
過鼠標或者手指，就可以猶如身臨其境般，瀏覽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通過百度數字博物館，民眾
不僅能在線上體驗到博物館的現場實景，而在線下親
臨抗戰館的民眾，還可以從百度百科中獲取珍貴文物
背後的故事和更詳盡的介紹。」。
在館內，記者遇到了正在參觀的吳先生，他向記者

表示他在數字博物館上看到了許多抗戰保家衛國的先
輩的資料，非常感動，「今天特地趕過來，緬懷為抗
日戰爭、民族解放拋頭顱灑熱血的前輩們。」

紀念館設首家抗戰郵局
另據報道，全國首家以紀念抗戰為主題的郵局於4
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正式成立。據了解，在
抗戰郵局，民眾可以獲得郵件收寄以及個性化明信片
打印製作服務，同時郵局也製作並發行抗戰題材紀念
封、明信片、紀念郵冊等各類紀念郵品，配有專用郵
戳。

昨日，一位趕來蓋郵戳的70多歲抗戰老兵王先生
向記者展示了他多年來收藏的抗戰郵票。王先生表
示，退伍後，他開始喜歡上收藏抗戰郵票，並通過收
藏更深刻地去了解那段難忘的抗戰歷史，緬懷抗戰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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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石碑見證了當年的血雨腥風，如今依然矗立
在盧溝橋旁，我們應當以史為鑒，勿忘國殤！」燕
京八景之一「盧溝曉月」石碑是遊客的必到景點，
來自台灣高雄的陳先生昨日站在石碑前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他這次來北京旅遊重要一站就是到盧溝
橋參觀，希望更了解這段國殤歷史。

「兩岸是一衣帶水的關係、不能分割。我們要共
同銘記那段國家的災難歷史，緬懷那些為民族解放
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先烈。」陳先生也在談到參觀
完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後的感受，「在抗戰館展示
的許多資料，我在台灣從來沒有見過，很震撼。但
我認為在展館內也應展示一些當時國民政府的軍隊
為抗日戰爭、民族解放做出的貢獻。這樣才能讓兩
岸民眾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待這
段歷史。」

讓下一代銘記這段歷史
在參觀者中，記者發現，有許多遊客都帶着小孩

子。記者詢問了一位抱着孩子的趙女士，她表示，
我特意從浙江過來帶我兒子感受下抗戰的，「雖然
他才三歲半，可能對許多事情懵懵懂懂，但是我認
為作為一名中國人不應該忘記這段國恥。」

另一位牽着自己五歲女兒前來參觀的王女士
說，她是趁着休息日帶女兒來參觀，「我是希望
她從小能親身感受一下氛圍，要她銘記歷史，只
要落後就要捱打，同時告誡她無論
未來身處何地，都不能忘記自己是
一名中國人。」

■記者 張聰 盧溝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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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展出的盧溝橋事變資
料。 記者張聰 攝

■■工作人員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工作人員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
為為77月月77日舉行紀念會綵排日舉行紀念會綵排。。 記者張聰記者張聰 攝攝

■■盧溝橋上前來緬懷的遊客盧溝橋上前來緬懷的遊客。。 記者張聰記者張聰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102歲的抗戰老兵韓
玉衡日前在醫院的病床上接受《新京報》採
訪，在憶述戰爭往事時，還一度唱起著名抗
戰歌曲《救國軍歌》，「槍口對外，齊步前
進！維護中華民族，永做自由人！裝好子
彈，瞄準敵人，一彈打一個，一步一前
進……」唱到興起時，他左臂筆直上托，右
臂彎曲手指扣住，雙眼微瞇，凝視前方，做
舉槍狀，枯瘦的手臂因用力而血管凸顯，被
皺紋和老年斑包圍的雙眼也在一瞬間光彩凝
結，彷彿時光從未流逝，他仍是那個戎裝在
身，壯志在胸的抗戰士兵。
韓玉衡於1938年加入鐵道警備支隊，1939

年成為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通信兵，後被派
往精忠印刷廠任校對員。經歷了空前慘烈、

名噪中外的四次「長沙會戰」。
病榻之上，韓玉衡仍要堅持以腰板筆直的

軍人坐姿迎接每一位來訪者。長子韓志強不
得不一直為老人揉捏肩背，他說，今年開
始，這位102歲高齡的老兵身體狀況已不如
前。

102歲老兵病榻唱抗戰歌曲

侵華日軍厭戰想自殺

■■抗戰老兵韓玉衡在病榻之上以腰板筆直抗戰老兵韓玉衡在病榻之上以腰板筆直
的軍人坐姿接受媒體採訪的軍人坐姿接受媒體採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吉林省檔案館公佈的侵華
日軍檔案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在日本侵華
戰爭期間，部分日本軍人厭戰怕死情緒強
烈，迫切「想回家」，甚至「想自殺」。
1943年《通信檢閱月報（二月）》中記
載了日本軍人立岩幸子十分厭倦軍隊生活，
如果有機會想結束29歲的生命。他在信中
寫道：「我已經十分厭倦這種乏味的軍隊生

活了，常常會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又如在《通信檢閱月報（七月）》

（1939年）的檔案中，提到「不想上前線
了」「帶着防毒面具非常痛苦，不如死了
痛快。軍隊簡直就是地獄」，「一想到要
在軍隊度過一生就感覺非常遺憾」等內
容，記錄了日軍士兵強烈的厭戰心理。
在另一份1940年的《通信檢閱月報（六

月）》中，身在天津市的吉田在信件中提及
軍隊生活很枯燥，十分討厭軍隊生活。「每
天都要從事枯燥的軍務，加入軍隊是很無趣
的，在進行教育的時候要穿着高筒靴，而且
還會被搧耳朵，我現在正在值班，實在是很
無聊，軍隊裡沒有自由，所以現在是無望
了，我十分討厭軍隊生活。」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

蔣立峰表示，日軍「家書」中透露出的強
烈厭戰情緒，有力證明了日本發動侵略戰
爭不得人心，日本軍人也深受其害。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檔案館昨日
公佈了第三名日
本戰犯上阪勝的
侵華罪行自供提
要。他承認「將

居民組成探知組，指使他們在前頭走踏地雷
而虐殺。」

向地道裡投擲毒氣
據上阪勝1954年7月筆供，他1892年出生

於日本大分縣。1934年3月─1941年11月，
在台灣任步兵聯隊的隊副、大隊長，軍階為
少佐、中佐。1945年6月任陸軍第59師步兵
第53旅少將旅長。同年8月20日在朝鮮咸興
附近被蘇軍逮捕。
其自供重要罪行有：「1942年2月間，我任
步兵第163聯隊聯隊長，在河北省保定縣盤踞
的時候」，把「逮捕、監禁的中國人約有20
名」，「用斬殺、刺殺等方法進行殺害」。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戰中，於河北定

縣東南22公里處，「我指使第1大隊殺害了八

路軍戰士、居民約達800人以上」，「使用了
赤筒和綠筒的毒氣，受到機槍掃射的不只是八
路軍戰士，而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殺
了。又在村裡進行了掃蕩，向逃入很多居民的
地道裡擲入赤筒和綠筒的毒氣，以至窒息，或
者是對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殺、
刺殺、斬殺等殘酷行為」。冀中「侵略作戰的
結果，給與中國人民的損失是：殺人約1,100
名，破壞房屋10棟，燒毀3棟，把450棟的房
屋掠奪使用了10天的時間，並酷使中國人民
240名修築8個炮樓(約10日間)」。

下令殺掉累贅俘虜
1943年春，在河北行唐西北方山區，「各
部隊（前記行動間在各道路行進時之先發部
隊）將居民組成探知組，指使他們在前頭走
踏地雷而虐殺。」
1945年6月，在河南「由淅川向西峽轉進」

期間，「帶着俘虜同行（我想大概有50名左
右），後至豆腐店南方地區，益感前進困
難，我命各部隊『務必將累贅之俘虜殺
掉』」，「全部俘虜皆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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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團體今辦活動 向抗戰老兵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 紀念七七抗戰77周年，台
灣退伍軍人權益保障協會、中華文化教育交
流協會、新中華兒女學會、學生捍衛「國
史」同盟、「抗獨史陣線」將於今日上午前
往台北市中山堂「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
紀念碑」前廣場，舉辦向抗戰老兵致敬活
動，致贈抗戰勝利紀念章，感謝他們當年為
全體中華民族的奉獻，也希望喚醒台灣民眾
對抗戰的記憶與光榮感。

島內首座抗日紀念館明年成立
據中評社報道，活動也將由去年發起「九

三軍人節」的彭少康，帶領大家高唱抗戰愛
國歌曲，發出民間尊崇、緬懷抗戰歷史的聲
音，同時也向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破壞東
亞地區的和平，發出抗議的怒吼。

另據台灣《旺報》報道，台灣有望在明年
成立島內首座抗日戰爭紀念館。
報道說，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文史工

作者徐宗懋希望明年在台灣成立首座「中華
抗戰紀念館」，通過館藏與教育，讓民眾多
認識抗戰的歷史及相關知識。
報道稱，大陸已經有多座關於抗戰的紀念

館，包括上海的松滬抗戰紀念館等，但台灣
至今還沒有設立抗戰相關的博物館或紀念
館。
據報道，徐宗懋10餘年來收集上千件關於

抗戰的文物、圖片與史料等，他說，相信自
己的館藏文物絕不會輸給大陸相關博物館的
館藏。由於明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他決定
在這個特殊的年份，在台北成立台灣首座
「中華抗戰紀念館」，以紀念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