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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兵籲後代：勿忘國恥 建設強大國家

昨日上午，人們早早地來到「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門
前的殘歷碑廣場，隊列整齊，神情肅穆。9時18

分，遼寧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希等10人共同撞
響廣場上的警世鐘。隨後，瀋陽全城警報鳴響3分鐘，城
區9條路18條街道及指定區域的車輛停駛鳴笛3分鐘。與
此同時，遼寧省其他13個城市也一同鳴響防空警報，共同
紀念這一國難降臨的日子。

老兵家屬等逾千人參加
各界撞鐘手共撞鐘14下，寓意中華民族抗戰14年的艱
苦歷程，抗戰老戰士、勞模、小學生代表各1名作為社會
撞鐘手參與撞鐘，他們分別是90歲的抗戰老兵陳寶書、
全國勞動模範王剛和年僅10歲的瀋陽五年級生楊子泰。
瀋陽自1995年以鳴警形式紀念「九一八」事變，至
今已連續舉辦了21年，2006年開始，遼寧全省14市同
時拉響警報。在今年的紀念儀式上，中共遼寧省委書記
李希作重要講話。中共遼寧省委、省政府和中宣部、吉
林省、黑龍江省市政府領導，以及瀋陽軍區、老抗聯、
老八路、抗日烈士家屬等代表共計千餘人參加儀式。

14歲參軍 機智火燒敵營
今年90歲的撞鐘手陳寶書是安徽來安縣人，1939年
參加新四軍，1948年在遼寧義縣戰鬥中負傷。剛參軍
時，只有14歲的陳寶書就在當年11月日軍侵佔來安縣
城的一次大戰中感受到中華民族頑強抗戰的英勇不屈。
當時，新四軍組織第五支隊包圍了來安縣城，圍攻了兩
天兩夜，日軍在兩天後潰逃，新四軍收復了來安城，共
打死打傷日偽軍200餘名。
最讓老人難忘的是由他提議並成功擊潰敵人的戰役
「火燒來安城」。1940年5月，日偽軍2,000餘人分三
路由黃土山、黃泥崗、沙河集向來安縣城進犯。當時
陳寶書所在的部隊沒有重炮火，他急中生智，提議採
取「火攻」。頓時，敵人據點內變成了火海，燒得抱
頭亂竄。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火燒來安城」。

《人民日報》：致力現代化 告慰歷史

瀋陽市民捐侵華文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記者從「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獲悉，就在「九一八」事變84周年
紀念日前夕，作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開端之地瀋陽，
先後有多位市民及收藏愛好者自發向該館捐贈珍貴歷史
文物、史料和抗日藝術作品等。特別是由民間收藏家余
泓先後兩次捐贈的日本戰地記者拍攝的「第四中隊獨守
步二，陸軍步兵伍長新國六三」、「第四中隊獨守步
二，陸軍上等兵增子正男」的2張墓碑照片，有力地證
明了史料記載「在九一八事變過程中，日本關東軍被我
愛國將士打傷23人，打死2人」的史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蘭州報道）開國將軍、國
務院原副總理耿飈之女、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會
長耿瑩為創始團長，賀龍元帥之女賀曉明為政委的
「將軍後代合唱團」昨日走進蘭州大學，與高校學子
共同紀念「九一八」事變84周年和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參與演唱的近120名將軍後
代平均年齡逾65歲，他們先後演唱了《東方紅》、
《大刀進行曲》、《保衛黃河》等經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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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多個香
港政黨與團體昨日趁「九一八」事變
84周年，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進行請
願，反對日本通過安保法案，要求日
本當局正視歷史及作出賠償，當中包
括民建聯及工聯會的代表遊行到日本
駐港總領事館，譴責日本強推安保法
案，認為要警惕軍國主義復辟。香港
索償協會亦到場展示當年日本發行的
軍票，要求日本對侵華受害者作出賠
償。

民建聯促承擔責任 停止擴軍
約十名民建聯代表昨早舉起橫額與

標語，由中環郵政總局遊行至日本駐
港總領事館並向代表遞交請願信，要
求日本承擔戰爭責任，汲取歷史教
訓，又抗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強推安
保法案。民建聯西貢區議員莊元苳表
示，二戰後的日本政府從未正視日本
侵華歷史問題，拒絕承擔應有的責
任。同時，日本政府近年甚至修憲擴
軍，妄圖繼續進行各種侵略惡行，對
亞太地區製造緊張局勢，對世界帶來
極大危害。
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表示，從近

日抗戰老兵訪問中看到，他們對日軍
當年的侵華行為仍咬牙切齒，全因日
本至今仍未正視歷史事實與承擔責
任。民建聯要求日本政府應盡快承認
過往在二次大戰作出過的侵略行為，
並承擔責任，對有關受害者作出合理
賠償，包括兌回二次大戰時在香港發
行的所有軍票，同時要正視歷史事
實，盡快修正篡改歷史的教科書。
他們批評安倍晉三強推安保法案，

認為日本應該公開承諾徹底放棄軍國
主義，停止軍事擴張，消除對東亞地
區安全的威脅以及放棄侵犯中國的南
海主權及權益的任何行為；同時亦應
尊重中國主權，拆除釣魚島上所有侵
犯中國主權的設施及標誌，公開承認
釣魚島為中國領土。

工聯會籲遏制右翼 以史為鑑
工聯會昨早亦由中環郵政總局遊行

至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進行請願，沿途
高叫口號及舉起寫上「強烈抗議安倍
安保法」的橫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郭偉強與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
任陸頌雄聯同十多名工聯會成員參
與。陸頌雄表示，如果安保法獲得通
過，是對當年慘遭日軍迫害的中國人
民的一種侮辱，更標示着日本政府正
式打破和平憲法，復辟軍國主義；工
聯會強烈抗議安倍推行安保法，要求
日本政府正視侵華史實、遏制日本國
內右翼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以
史為鑑，防止歷史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昨日發表題為「勿忘
『九一八』，致力現代化」的評論員觀察文章，指「九
一八」是國難、國恥、國殤。要奔向現代化，告慰歷
史。
文章稱，抗戰是軍事上的較量，更是一場涉及資源調

動、精神振奮、民心凝聚的總體戰。習近平主席在9月3
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
的鬥爭，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勝利的
到來是曲折的。無論抗戰精神的奮起，還是抗戰力量的

匯聚「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歲月，都是重要的準備期。
文章提出，9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抗戰勝利70周

年紀念活動總結大會上強調，要把紀念活動中收穫的精
神財富轉化為推動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轉化為做好改
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的強大力量，轉化為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強大正能量，轉化為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際
行動。越接近目標，越應該萬眾一心。把奔向現代化的
路途走好走穩，才是我們這一代對歷史最好的告慰。

南京首次試鳴防空警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李兵 南京、成都報道）
「嘟……」昨日上午10時整，江蘇南京上空拉響防空警
報，這座城市的民眾已習慣「12．13」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國家公祭日當天的悼念警報聲，人們昨日聽到防空
警報，有些顯得略微驚訝和疑惑，有些停下腳步聆聽。
全國許多城市今年都首次在9月18日試鳴防空警報，

並將在今後每年的這一天履行這一紀念性程序。南京與
江蘇省同步，首次統一試鳴防空警報。上午10時，分三
次全程長達19分鐘的警報響起。其間，各市、縣(市、
區)民防部門組織了防空疏散演練，一些學校和企事業單
位集體肅立默哀。四川成都昨日試鳴三種防空警報演練
信號，成都轄區所有區（市）縣均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北京報道）多位抗戰將
領後代在北京展開座談，他們紛紛表示，要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不忘勝利的來之不易。他們指出，「落後就
要挨打，弱國無外交」，雖然已是和平年代，但仍要居
安思危，注重綜合國力建設，以防歷史悲劇重演。

董其武之子：警惕軍國主義復辟
對於日本右翼勢力不肯正視侵略歷史，董其武將軍之

子董都祥向本報表示， 越不正視此事，越說明確有其
事，欲蓋彌彰。「日本不肯正視侵略他國歷史，就證明
其還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殘存，中國要提高警惕，加強民
族團結，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

陳士榘之子：重新定位「九一八」
開國上將陳士榘之子陳人康向本報說，中國有着五千

年歷史，卻受到了面積相對較小的日本入侵，是值得深
思的。他並表示，「九一八」不僅是中國抗戰的開始，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我們要正視這段歷史。將
「九一八」重新進行定位，有利於凸顯中國戰場在整個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呂汝驥之子：時刻為國添磚加瓦
呂汝驥將軍之子呂植中則稱，9月3日舉行的大閱兵展

示了中國的強大，作為抗戰將領的後人，要深知勝利的
來之不易，要時刻激勵自己，為祖國的建設添磚加瓦，
不能讓日本右翼破壞戰後和平。

■■各界代表共同撞響各界代表共同撞響
「「勿忘國恥勿忘國恥」」警世警世
鐘鐘。。 新華社新華社

■年屆九旬撞鐘手、抗戰老兵
陳寶書。 通訊員崔俊國 攝

■《英勇的戰歌——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圖片展》在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幕。 中新社

■部分學校在防空警報拉響時肅立默哀。
本報南京傳真

■多個政黨與團體昨日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進行請願，反對
日本當局通過安保法案。 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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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後代唱響蘭州大學

■ 董其武將軍之
子董都祥。

■呂汝驥將軍之子
呂植中。田一涵 攝

■開國上將陳士
榘之子陳人康。

抗戰將領後代籲居安思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
道）「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北大營
（即東北軍駐地）當時推行「不抵抗政
策」一直為後人爭議。中國近現代史史
料學學會副秘書長、遼寧省葫蘆島市政
協文史辦副主任張愷新向本報獨家披
露，在14年抗戰中，東北軍系統國民黨
軍隊總計有25位少將以上將領抗日殉

國，其中中將6人，少將19人，殉國將
領人數居國民黨各地方派系軍隊之首。
他認為，「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將領
捨生忘死的英勇事跡，佐證了東北軍頑
強抗日、英勇犧牲的歷史事實，「東北
軍不是綿羊！」他的話擲地有聲。
25位將領包括：韓家麟、龐泰峰、朱
芝榮、鄧玉琢、劉啟文、吳克仁、吳桐

崗、李蘭池、劉震東、扈先梅、江惟
仁、劉桂五、王錫山、王淦塵、唐聚
五、方叔洪、武漢卿、金鏡清、趙紹
宗、朱鴻勳、姜寶德、張少舫、江春
炎、黃德興、盧廣偉。張愷新建議應選
擇合適地點興建一座東北軍抗戰紀念館
和東北軍抗日殉國英烈紀念碑，以銘記
歷史，告慰忠魂。

25將領殉國證東北軍非綿羊

銘記銘記九一八九一八 東三省敲響東三省敲響警世鐘警世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昨日是「九一八」事

變爆發84周年紀念日。18日上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

上千名社會各界人士在瀋陽隆重集會，舉行勿忘「九一八」撞

鐘鳴警儀式，以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年屆九旬撞鐘手、抗戰

老兵陳寶書胸前佩戴着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莊重

地撞響「警世鐘」。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戰爭的殘酷記憶猶

新，激動地向後代呼籲：「勿忘國恥，建設強大國家！」

■上千軍民昨日在
遼寧瀋陽市九一八
殘歷碑廣場參加
「勿忘九一八撞鐘
鳴警儀式」。
通訊員崔俊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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