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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八 事 變 85 周 年紀念

昨日上午9時許，莊嚴肅穆的勿忘九一八撞鐘鳴
警儀式開始。9時18分，劉延東等領導和各界

代表在殘歷碑前推動鐘槌擊響「警世鐘」，14響鐘
聲寓意着中國人民14年抗戰歷程。同時，響徹雲天
的警笛聲第22次在這片土地響起，火車、輪船、汽
車鳴笛，告誡人們勿忘國恥，珍愛和平。

劉延東：中國人深知和平珍貴
據新華社報道，劉延東在發表講話時指出，偉大
的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是敢於保衛和平的
民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苦難中走過來，深知
和平的珍貴、發展的價值，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視
為自己的神聖職責。歷史不容忘記，未來充滿光明。
在遼寧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和老同志代表、

抗戰烈士親屬代表及中央、東北三省有關同志、各界
群眾代表等約1,000人參加儀式。
記者在現場看到，儀式結束後，約10時左右，大

批瀋陽市民手持小國旗自發來到九一八歷史紀念館，
不少父母帶着孩子來到殘歷碑前，講述父輩傳下來的

故事，很多人駐足在此久久不願離開。
近日，瀋陽市檔案館首次公佈的一批共14卷館藏

瀋陽縣公署檔案，系統而權威地揭露了九一八事變
前，日本在瀋陽長達30年的侵略罪行。負責整理分
析這批史料的瀋陽市檔案館管理利用處處長王梓熠認
為，這批史料提供了從清末民初到九一八事變前的
30多年間，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移民
侵略等大量對華侵略史實，再一次印證日本發動的侵
略戰爭是蓄謀已久。

非法設警察機構收集情報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為了加強對南

滿鐵路沿線的統治，在中國境內鐵路沿線及部分地區
非法設立警察機構，肆意抓捕、殺害中國人，侵犯中
國主權。檔案記載，自1905年日本在渾河站設立第
一個警察官吏派出所至1930年為止，日本在瀋陽縣
非法設置警察機構14處，派駐日本警察17名。
其間，日本不斷以多種力量大肆在政治、經濟、

軍事、社會等多方面對奉天等地區展開情報收集。一
份「1928年奉天省長公署訓令第1141號文件」顯
示，「日本陸軍少校高原某帶領日軍駐奉憲兵隊、駐
屯軍等之測量專家自穿奉軍制服及日方軍人各穿便衣
乘無防備之機，金秋九月以來到兵工廠、北大營、航
空場等重要地點，實地調查測量……」
此外，日本還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大肆掠奪中國百

姓的耕地，並有組織地進行移民擴張。檔案記載，
1932年至1945年間，日本向中國東北共移民30萬
人，強佔或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收購中國人的土地，
從而使500萬中國農民失去土地，飽受流離失所痛失
家園之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
道）「學英烈事跡 誦抗戰家書 做紅
色傳人」主題活動暨北京市中小學
「抗戰宣教小分隊」啟動儀式，昨日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抗戰
館）舉行。啟動儀式上，抗戰館副館
長董立新與北京朝陽芳草地學校麗澤
分校校長張健共同簽署館校共建協
議，宣佈組建首家中小學「抗戰宣教
小分隊」，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當日上午，該校師生代表500人來到抗戰館，宣佈組建首家中小

學「抗戰宣教小分隊」，緊密圍繞「學英烈事跡誦抗戰家書做紅色
傳人」主題，充分發揮抗戰館教育資源和學校主導作用，通過引導
學生們看展覽、講故事、誦家書、當小講解員等形式，宣傳抗戰歷
史，學習英烈事跡，深化愛國主義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江蘇
報道）在昨日九一八事變85周年紀

念日，來自全球40國和地區的「紫金草和平
宣傳大使」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紀念九一八事變並悼念南京大屠
殺遇難者。
當天上午10時，南京城上空響起淒厲的防

空警報，提醒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警惕戰
爭、勿忘國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內，前來參觀的人們全部肅立默
哀，悼念當年慘遭日軍屠戮的同胞。
和同學結伴前來紀念館參觀的「90後」大
學生小李說，雖然自己並未經歷過戰爭，對
戰爭的概念也非常模糊，但是在九一八事變
紀念日，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所，並聽到陌生的
防空警報，忽然感覺戰爭並不遙遠。小李強
調，「戰爭是可怕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防

止戰爭再次發生。」

向世界傳遞和平心願
防空警報響起時，來自俄羅斯、美國、法

國等40國和地區的「紫金草和平宣傳大使」
也聚集在紀念館悼念廣場，集體悼念侵華日
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默哀結束後，紀念館
向「紫金草和平宣傳大使」頒發聘書，她們
將在全球承擔傳播和平的使命。
在紀念館和平廣場，這些來自全球各地的

和平宣傳大使在「世界和平心願牆」上簽
名，留下了自己的和平祈願。她們將以紀念
館為起點，向世界傳遞友誼與和平的心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和江

蘇省民防局《關於開展「9．18」防空警報試
鳴活動的通知》，18日上午的10時至10時
19分，江蘇全省連續三次鳴放時長三分鐘的
警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再現抗戰時期華僑飛行員歸國抗敵
動人事跡的影像《航空救國》展映會昨日在黑龍江舉辦。致力於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研究的眾多專家學者齊聚黑龍江，紀念九一八
事變85周年。
展映會上，與會者觀看了《航空救國》30分鐘的精剪版。這部激
動人心的影像讓與會者彷彿回到了槍林彈雨的抗戰歲月。
《航空救國》影片立足於對華僑飛行員抗戰事跡的記錄，通過尋

訪大量華僑抗戰飛行員後代、戰爭親歷者、專家學者等，以多元視
角講述華僑飛行員在空戰中的傳奇經歷，刻畫英雄群像，再現他們
參加抗戰的感人故事及命運變遷，突出展現華僑華人在民族存亡的
危急關頭，以生命和熱血參與救國的壯舉和赤子之心。
此次展映會由北京水木欣欣傳媒、中國新聞社視頻新聞部、黑龍

江省圖書館、呼蘭河讀書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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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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周年紀念日，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地遼寧

瀋陽，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歷碑廣場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

東出席並講話，近千名各界群眾參加儀式。同時，瀋陽市檔案館首次披露14卷館藏歷史檔案，這批

當時的政府公文權威揭開了九一八事變前日軍在瀋陽等地長達30年的侵略惡行，包括在奉天地區非

法設置警察機構、開展情報收集、掠奪土地資源及組織移民等活動。

「我們就是奔着這幾個字來
的。」85歲的馬世勳穿着筆挺的
軍裝，佩戴着參加朝鮮戰爭的軍功
章，單手指向身後的警世鐘，其上
飽經滄桑的「勿忘國恥」四個大字

格外矚目。近20年來的每一個九一八事變紀念日，
他都會和幾位老戰友相約來到這裡，身着軍裝，一
次次凝望着殘歷碑。

憶童年歲月嘆當亡國奴
「這裡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我們這一代人都有

責任傳承這段歷史。我1951年參加了抗美援朝，
每年抗美援朝勝利紀念日，我也都會去烈士陵園紀
念。」馬世勳老人回憶起在日本侵略鐵蹄下的童年
歲月，「我是1932年出生的，整個小學六年經歷
的完全是奴化教育，從小就經歷了日本的侵略，當
了十四年亡國奴啊！」老人聲如洪鐘，他的講述也
讓不少自發前來的群眾駐足聆聽，「日本人在東北

統治期間抓勞工的這些
惡行我都經歷過，我們
不能忘記這段恥辱的歷
史。」

在他身邊同為朝鮮戰
爭和越戰老兵的的李維
波，今年已經85歲了，
他正向身旁圍起來的年
輕人講述一段空軍經
歷。「今年就剩我們倆
了，我們是腿腳比較好
的，很多都來不了了，
腿腳不靈便了，」馬世勳老人苦澀地笑笑，這幾
年，和他們一起參加紀念的老戰友越來越少。偶爾
他也會和今年大學剛畢業的孫子說起當年日本人的
侵略暴行，以及在朝鮮戰場上的血肉廝殺，他的一
個心願就是讓年輕一輩勿忘國恥，繼承愛國傳統。

■記者 于珈琳

港多團體到日總領館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昨日是九一八事變85周年，本港

多個民間團體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
史、並就戰爭罪行向多個受害國家道歉及賠償。工聯會發聲明
批評日本政府企圖修改和平憲法，為國際安全帶來隱憂。
多個團體包括保釣行動委員會、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中國

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及「歷史監察網民自發」等約10多名成
員，昨早到中環和平紀念碑獻花，之後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
館門外焚燒印有日本軍旗圖樣的紙張及遞交請願信。

促港府加強慰安婦歷史教育
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羅堪就說，日本多年來修改歷史及拒絕

承認戰爭罪行，近年更多次企圖修改和平憲法，影響世界和
平。他又認為，內地政府應把所有日本船隻趕離釣魚島水域，
藉此體現中國對於釣魚島的主權。
「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創辦人李美娜認為，政府需加強慰安婦歷

史教育，將去信立法會議員要求盡快通過設立慰安婦銅像，同時希
望香港歷史博物館擴大中日展區，關注保釣及慰安婦等歷史。
另外，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昨日亦發聲明指，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上台後，一直在歷史問題上製造事端，日本官員不但屢
次參拜靖國神社，去年更通過安保法，從法律上賦予日本自衛
隊武裝行動的權利，令日本可以主動在軍事上援助盟國，為國
際安全帶來隱憂。該會又批評日本政府企圖修改和平憲法，要
求日本政府正視侵華史實、遏止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和日本軍國
主義復辟，防止歷史重演。

：年輕一輩勿忘國恥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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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平宣傳大使悼大屠殺遇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85周年，
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紀念碑在湖南常德市桃源縣正式落成。紀念
碑選址在桃源縣馬鬃嶺鎮一處視野開闊的高地，該地曾是常德細菌
戰的一個疫點，周邊曾埋葬細菌戰死難者。
年逾八旬的李宏華親身經歷了常德細菌戰。1942年5月，桃源縣
馬鬃嶺鎮吉安村李家灣鼠疫大流行，李宏華的家人及鄰居共16人因
感染鼠疫而罹難。李宏華一直希望修建一座紀念碑見證歷史，他的
心願終於在今年得以實現。
紀念碑高約3米，主碑為一整塊岩石，刻有「劫難碑」三個大字；
碑文記錄了當地7,643名受細菌戰所害同胞的悲慘命運。

湖南為細菌戰受害者立「劫難碑」

京校「抗戰宣教小分隊」啟動

《航空救國》再現華僑飛行員抗戰事跡

■北京朝陽芳草地學校麗澤分
校師生代表宣佈成立首家中小
學「抗戰宣教小分隊」。

本報北京傳真

■老兵馬世勳（左）與
李維波。記者于珈琳攝

■瀋陽市檔案館首次公佈
14卷館藏瀋陽縣公署檔
案。圖為此次公佈的原始
館藏資料，揭示日軍非法
測量中國重要軍事目標。

本報遼寧傳真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向「和平宣
傳大使」頒發聘書。 記者賀鵬飛攝

■防空警報響起時，侵華日
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內的參觀者肅立默哀。

記者賀鵬飛攝

■劉延東出席勿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並講話。
新華社

■■99月月1818日上午日上午99時許時許，，勿忘九一八撞勿忘九一八撞
鐘鳴警儀式開始鐘鳴警儀式開始。。 通訊員崔俊國通訊員崔俊國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