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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國恥 港團體示威促日道歉

八九一中國高規格紀念
劉雲山出席瀋陽撞鐘鳴警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珈琳 瀋陽報道）昨日是九

一八事變83周年紀念日，

事變始發地遼寧瀋陽昨日

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殘歷碑」廣場舉行「勿

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

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

山出席儀式並發表講話，

強調要牢記歷史、緬懷先

烈、勿忘國恥、圓夢中

華。這是首次有中央政治

局常委參加的「九一八事

變」紀念活動，也是九一

八歷史博物館建館以來，

瀋陽舉行的規模最大、規

格最高、影響最大的一次

紀念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多個民間團體趁昨日
「九一八事變」83周年，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外示威，要
求日本正視侵華史實。民建聯及工聯會共約30人手持標語
及橫額，促請日本政府以史為鑑，公開承諾放棄軍國主
義，並向國民灌輸正確的歷史教育。

民建聯促放棄軍國主義
香港曾被日軍佔領，多年來，香港市民沒有忘記這段慘
痛的歷史，每年都發起遊行示威。
民建聯約20人昨日在日本駐港領事館外請願，不滿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要求日本政府以史為

鑑，公開承諾放棄軍國主義，停止軍事擴張，並要求日本
誠心道歉，尊重中國主權，盡快修正篡改歷史的教科書。
民建聯大埔支部社區主任梅少峰指，日本只有全面負起

和平責任，才能修補中日睦鄰的友好關係。

工聯會反對解禁自衛權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一行逾10人則由中環郵政總局門

外出發，遊行至日本駐港領事館。遊行隊伍沿途手持標語
及橫額，高叫「日本汲取歷史教訓」及「日本解禁自衛
權，危害他國安全」等口號。
工聯會社委委員何啟明表示，紀念「九一八事變」不是

為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保留真實歷史，不讓歷史悲劇重
演，要求日本政府向國民灌輸正確的歷史教育，認清日本
侵略戰爭為其他國家所帶來的苦難，並以史為鑑防止歷史
重演。

網民現場倡議罷買日貨
此外，民間團體「歷史監察網民自發」成員在現場擺設

展版，抗議日侵華「慰安婦」惡行，並向途人派發罷買日
貨貼紙。他們手持標語高呼「罷貨不罷學，歷史齊齊學，
罷貨，罷買日貨」的口號，呼籲日本以史為鑑，糾正錯誤
歷史觀。

劉奇葆、汪洋、張平、羅富和和張陽出席儀式。參加
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和老同志代表，抗戰烈士親屬

代表，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和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
省負責同志，各界群眾代表等1,000多人參加儀式。這是
中央繼高規格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69周年、七七事變發生77周年後舉行的又一紀
念活動。
撞鐘鳴警儀式於上午9時3分開始，劉雲山發表重要講

話，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蓄意製造的「九一八」事變激
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怒潮，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
點，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歷史不能忘記，未
來充滿光明。舉行「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就是要
牢記歷史、緬懷先烈、勿忘國恥、圓夢中華。

黨政軍民齊撞警世鐘
9時18分，劉雲山、劉奇葆及遼吉黑
三省主要領導與瀋陽83歲抗日老兵茹
飛、11歲小學生劉佳琪、瀋陽鼓風機
集團員工徐強三名群眾撞鐘手一起，
在響徹雲天的警報聲中，共同推動
鐘槌，擊響「警世鐘」14響，寓
意中華全民族抗戰14年的艱苦歷
程。伴隨着瀋陽全城拉響的防
空警報，遼寧其他13個城市也

同時拉響防空警報，火車、輪船、汽車齊鳴3分鐘。現場
1,000餘名解放軍官兵、武警戰士、工人、學生、老抗
聯、老八路、義勇軍烈士後代等共同見證這一莊嚴時刻。

瀋陽鳴警延續20載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入侵中國東北，炸毀

瀋陽柳條湖畔的南滿鐵路路軌，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
事變，開始了對華長達14年的侵略。4個多月內，相當於
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中國人成
為亡國奴。
瀋陽市自1995年舉行九一八鳴警撞鐘儀式，已延續了
20年。瀋陽最初根據市民建議，鳴警時間定在9月18日
夜裡的10點26分，即約為九一八事變時日軍炮擊北大營
的時刻。後來考慮到市民的作息時間，鳴警時間提前至晚
上9點18分，後又改為上午9點18分。2000年時，增加
了撞鐘儀式的內容。

民眾盼紀念活動開放
儀式結束後，劉雲山、劉奇葆等在遼寧省市領導陪同

下，一同參觀了瀋陽「九一八」史實陳列展覽。隨後，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對民眾開放，守候在大門口的市民
及參觀者愛國熱情高漲，學生、軍人、百姓等現場數百人
齊湧向「殘歷碑」前紀念。他們希望以後的紀念活動能夠
讓更多公眾參與其中，開放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
陽報道）日軍侵華罪證《滿洲事
變國防獻品紀念錄》日前在瀋陽
九一八事變紀念館首次曝光，近
百頁的清單記載着日本關東軍來
自日本商人、學校等社會各界人
士所得到的大量武器裝備和資金
捐贈，填補了國內在對九一八事
變前夕日本國內民眾態度研究的

空白。
這份珍貴史料由九一八事變中

第一個抵抗日軍侵略的殉國者張
占元的後人、瀋陽收藏家詹洪閣
捐贈，他估算捐獻人或有四五千
人，包括上至85歲的老人、下至7
歲的孩童，甚至還有妓女。目前
詹洪閣還在研究這份名單是否會
涉及安倍等日本右翼勢力家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北
京報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念館藏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檔
案彙編》昨日在北京出版首發。
這套60冊、3萬多頁的檔案彙編
的出版，給世人呈現了日本奴役
中國勞工罪行的最直接證據。與
會專家表示，檔案的發行為人們

銘記歷史提供了鐵證，是回擊日
本右翼勢力強有力的「鐵鎯
頭」。
全書 60冊，計 3萬餘頁。據
悉，原檔案由日本政府及企業單
方面編寫，文中有意歪曲或掩蓋
日方強擄、奴役及虐殺中國勞工
的歷史事實，而這正是揭露了日

本奴役中國勞工罪行的最為直接
的證據。
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國

佔領區先後強徵了4萬餘名中國
勞工赴日本35家企業的135個作
業場所從事無償繁重的非人苦
役。據日方資料統計，僅在日本
死亡人數達6,830人。

■劉雲山等和群眾代表一起撞響「警世鐘」。

陝西西安事變紀念館鳴警
陝西300餘名各界群眾以及五位抗戰老
戰士昨日上午來到西安事變紀念館，悼念
在抗戰中犧牲的先烈，凝重的防空警報
聲在西安上空響起，警醒着人民勿忘國
恥。陝西作為中國西北之咽喉，在整
個抗戰時期，始終抵抗了日軍的侵
佔，但大量的三秦子弟出省抗戰，體
現了陝西人的愛國主義精神。

■實習記者王明楊西安報道

成都拉響803台警報器
四川成都昨日共拉響了803台
報警器，其中固定式警報701
台，移動式警報102台。同
時，在成都市行政區域內還
設立了兩處防空襲疏散演練
現場，參與演練的市民人
數達到近4000人。
■實習記者 周盼、劉亮荀 成都報道

雲南慰問抗戰老兵

雲南
省慈善總
會與深圳市
龍越慈善基金
會昨日在雲南曲
靖市共同開展「關
愛抗戰老兵公益活
動」，為現場25位

抗戰老兵發放生活補助金、毛毯、手機等愛心物品，拉開
了雲南尋找關愛倖存抗戰老兵的序幕。截至目前，陸良縣
還有健在的抗戰老兵40人，這些老兵參加過台兒莊、中條
山、滇西保衛戰與反攻戰等戰役，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
雄。 ■記者李茜茜雲南陸良報道

山東將軍書法聯展警世
由中國首艘

航母引進者徐
增平倡議的
「全軍老將軍
書法展」活動
昨日在山東威
海舉行。活動
首日有南京軍
區原政委雷鳴
球上將等100

位離退休老將軍、600多名解放軍士兵參加，500餘幅離退
休老將軍書法作品在威海美術館展出。書法展囊括毛澤
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多位國
家領導人的書法作品。同時開國十大元帥書法墨寶也在此
次展覽中一同展示，目前在國內實屬罕見。徐增平希望通
過展覽提醒國人「忘戰必危」。 ■記者王宇軒山東報道

各地紀念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3周年紀念日，中國各地
舉辦各種活動提醒國人銘記歷史、勿忘國恥。

9月18日，警鐘長鳴，再憶83年前
國恥。記者採訪了現年86歲、祖籍河
北定州市李親古鎮東趙莊的劉雙貞老
人。劉老對記者回憶說，印象最深的是
在岡村寧次指揮的「5．1」大掃蕩期
間，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包圍了村子，
要求交代出誰是「八路」、村長。
鬼子連打帶罵，有人撐不住了，就

指認了一位穿長袍戴禮帽的中年男人，
說他是村長。這個人給日本人和偽軍拿
出「良民證」，稱他是由天津到此地探
親的，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看，就一頓
打，就這樣接連打傷了很多人。
劉老說，鬼子掃蕩後修了很多炮樓

據點，還抓了很多人想培養成漢奸，自
己也被抓住，送去洗腦，記得還逼着學
過日本歌，什麼大東亞共榮之類的，
「因為當時自己年紀小，鬼子覺得我沒
有用，十來天以後就放了」。
記者了解到，據統計這次掃蕩河北

冀中地區有五萬餘名無
辜百姓被殺、被抓。

■記者張帆
石家莊報道

擄日勞工檔案彙編在京首發

日民眾捐助軍費清單曝光

■詹洪閣（左）展示其捐贈的珍
貴史料，其身旁為另一史料捐贈
人歐瑞鵬（右）。 本報遼寧傳真

■民建聯成員默哀悼念受難同胞。梁祖彝攝

■雲南「關愛抗戰老兵」公益活動現
場。 李茜茜攝

■■工聯會代表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工聯會代表譴責日本軍國主義。。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劉雲山等和群眾代表一起唱國歌劉雲山等和群眾代表一起唱國歌。。新華社新華社

■■「「勿忘九一八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昨日在遼寧瀋陽舉行撞鐘鳴警儀式昨日在遼寧瀋陽舉行。。 路透社路透社

■解放軍官兵參觀書法展。 王宇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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