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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平昨日同俄羅斯總統普

京互致賀電，慶祝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

年。習近平在賀電中指

出，75年前的今天，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對日作戰的勝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

勝利。在那場遍及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的戰爭中，各國軍隊和民眾

傷亡超過1億人，付出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代價。中俄雙方分別作為亞洲

和歐洲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承受了巨大民族犧牲，作出了不

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兩國人民並肩奮戰，用鮮血凝成牢不可破的偉大友

誼，為兩國關係高水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兩國元首互賀 共捍二戰成果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 中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

習近平強調，中俄同為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對世界和平發展事業

負有重要責任。我願繼續同你共同努力，
以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為
契機，引領中俄兩國深化全面戰略協作，
同國際社會一道，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和國際公平正義，積極維護和踐行多邊主
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子孫後
代享有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
世界。

普京：共同維護二戰歷史真相
普京在賀電中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
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蘇聯和中國是抗
擊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主戰場，為徹底
戰勝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在那場
艱苦卓絕的戰爭中，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結
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今天，這種互助精神
不斷得以發揚光大，促進俄中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蓬勃發展。維護二戰歷史真相是我
們的共同責任，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歷史、
美化納粹分子、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兇的行
徑，決不容許忘卻甚至詆毀解放者的功績，
決不容許否認二戰結果。俄方願繼續同友好
的中國一道積極努力，防止戰爭和衝突，維
護全球穩定與安全。

中俄駐美大使聯名發表文章
另據新華社報道，華盛頓時間2日，中國
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和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
諾夫2日在「防務一號」網站發表題為《銘

記歷史 開創未來》的聯合署名文章，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周年。
文章指出，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

史成果，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
的國際秩序和體系必須得到維護。75年
前，我們的先輩集各方智慧，建立了聯合
國，制定了聯合國憲章，奠定了現代國際
秩序基石。75年後，我們有義務維護並發
展好這一為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作出巨
大貢獻的秩序和體系。各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不容侵犯、內政不容干涉等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應得到尊重，多邊主義應得到踐
行。
文章強調，齊心協力、團結互助的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精神必須弘揚。二戰戰勝國尤
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基於並肩戰
鬥的共同歷史記憶，面對氣候變化、恐怖主
義、經濟衰退、公共衞生危機等全球性威脅
與挑戰，應深刻反思自身承擔的特殊責任，
大力加強互信與合作，走相互尊重、平等相
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人間正道，這在
當前新冠疫情肆虐的危機時刻更具有迫切的
現實意義。
「中俄已經作出正確選擇。兩國將繼續
堅定不移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致
力於睦鄰友好合作、促進全球穩定和安
全、增進所有國家繁榮和福祉。我們相
信，以史為鑒，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攜手
開闢美好未來，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最好紀念。」

「我認為西方人通常並未
意識到的一件事是，中國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英國牛津
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

納·米特（Rana Mitter）9 月 2 日表示，
「記住戰爭歷史，為的是走出戰爭、維護
和平。」

1937年至1941年貢獻重大
「東西方在一起抗擊了有史以來最黑暗

的邪惡力量。」米特在其中國抗戰研究著
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開篇中寫下了
這樣一句話。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日來臨之
際，米特接受了中國記者的聯合採訪。

米特在採訪中表示，大部分西方讀者看
到《中國，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中描寫

的中國戰場上的真實史實時感到非常驚
訝，因為很多西方人對中國這段歷史並不
了解。當他們知道3,500萬中國人在抗日
戰爭中傷亡，大約8,000萬到一億中國人
流離失所，但是卻牽制住了日本軍隊幾乎
全部的主力部隊時，西方讀者才逐漸認識
到中國在二戰中作出的貢獻和付出的代
價。

「如果您想了解中國所扮演角色的重要
性，就必須了解1937年，也就是『盧溝橋
事變』發生、中國全面抗戰打響後中國在
戰場上做了什麼。當時，包括西方外交官
在內的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在實力對
比上明顯弱於對手日本，投降是唯一的選
擇。中國軍隊和人民選擇了抗戰，在極端
不利的情況下頑強戰鬥，這至關重要。」

米特表示，「如果在1937年至1941年
之間失去了中國對日本的牽制和抵抗，那

麼亞洲和歐洲戰場很難有效打通，世界反
法西斯戰場的走勢將徹底改變。因此，這
是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大貢獻
的意義所在。」

全球學者重新探究中國作用
米特指出，國際歷史學界近期越來越關

注中國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連美國學
者也有所作為。「舉例來講，今年美國學
者理查德·弗蘭克出版的新書，講述了二
戰中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在該部研究文獻
中，作者把這段歷史的起源追溯到1937年
盧溝橋事變，而並非是1941年的日本偷襲
珍珠港。這是全球學者開始重新探究中國
在二戰中作用的一個重要例證。」

米特指出，反思那段歷史對今天最大的
啟示就是要遠離戰爭，維護國際關係與秩
序的穩定。 ■中新社

��$

牛津學者：中國在二戰中發揮非常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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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9
月3日，以「勿忘國恥愛我中華」為
主題的「惠州人民抗日戰爭歷史圖片
展」在葉挺將軍的家鄉—廣東惠州
市博物館開幕。據介紹，1938年10
月12日，日軍登陸惠州大亞灣拉開
華南抗戰序幕，惠州先後2次被「屠
城」，3,400 多人被殘忍殺害；東
新、圓通、近秀、橫槎4座橋樑被炸
毀，水東街及塘下縣府兩城80%的房
屋被燒毀。
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不久，新四軍軍

長葉挺出任東江游擊指揮，領導家鄉
抗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
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派遣中
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帶隊到惠陽
組織人民抗日武裝，建立了廣東第一
個抗日民主政權—惠陽縣第二區
（淡水）行政委員會，為中華民族解
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在抗日戰爭中，南洋惠僑救鄉會為

抗戰籌款1,000萬元，回國參加東江
人民抗日武裝的華僑和港澳同胞超過
1,000人；東江縱隊先後作戰1,400餘
次，犧牲指戰員2,500人，殲敵近萬
人，部隊從初建時的200多人發展到
11,000多人。
此次展出的130多張珍貴圖片資

料，其中就有南洋惠僑救鄉會為抗戰
籌款、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參加東江
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珍貴圖片資料。

南京首展美援華飛行員中印緬戰區「血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

道）「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郊外的雪
原上，在武漢和南京的上空，在中國東
北的群山之間，俄羅斯和中國曾並肩而
戰，眾多不屈不撓的士兵血流成河。」9
月3日，俄羅斯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亞
歷山大．史瑪聶福斯基在南京為紀念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5周年憑弔抗日航空烈士紀念活動中
表示，「中國是最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
國家。戰爭中，蘇聯和中國付出了巨大
的代價，捍衛了自身與各國人民和平發
展的權利。」活動主辦方中山陵園管理
局副局長廖錦漢表示，9月3日這個日子
值得永遠紀念，75年前，中國空軍同蘇
聯、美國等國的援華勇士並肩作戰、捨
生取義，用寶貴的青春和熱血，譜寫了
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向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獻花
紀念活動以「和平」為主題。在抗日航

空烈士紀念碑廣場，俄羅斯駐上海領事館
總領事亞歷山大．史瑪聶福斯基、白俄羅
斯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安德烈．安德烈耶
夫，與江蘇省、南京市社會各界代表120
餘人向航空烈士紀念碑獻花。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作為內地首
座國際抗日航空紀念館，真實記錄了抗

日戰爭期間，中、蘇、美等國空軍在中
國大地上聯合抗擊侵華日軍的英勇歷
史。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廣場上，
30塊英烈碑178座墓碑肅穆矗立，上面
鐫刻着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英
名，成為紫金山下捍衛正義、守護和平
的歷史豐碑。
抗日航空烈士夏崇本的外孫女周曉復

早早來到刻有外祖父英名的墓碑前，將
鮮花細心地粘在墓碑上。今年62歲的周
曉復每年清明和抗戰勝利紀念日都會來
這裏看望和陪伴外公。她說，「記住歷
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記住戰爭的殘
酷，每一個犧牲的烈士身後都有一個破
碎的家庭，我們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
平。」

80餘航空烈士文物多為首展
《和平的榮光—抗日航空英烈文物、

檔案專題展》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
館與紀念活動同步開展，據廖錦漢介
紹，展覽匯聚了該館近年來徵集到的80
餘件中外航空烈士的珍貴文物和檔案，
其中大部分為首次公開展出。
此次展覽展出了美籍華人陳燦培博士

於2015年捐贈的美國飛虎隊米奇．戴安
波羅士兵的獎章、臂章、胸章、鈕扣、
領章及血符。

據紀念館高煒介紹，
「這個血符非常珍貴，
為首次展出。」高煒
說，當年美國空軍援華
時期，美國飛行隊員在
受傷或者是遇到困難
時，憑着血符才能得到
中國軍民的救助，「因
此，血符就成為他們當
時的救命符。」血符分
為好幾種質地，該館此
次展出的這件是用於中
印緬戰區的絲質血符，
極為罕見。
此外，還展出了飛行

員梁國璋烈士生前的相
冊，該相冊為梁國璋烈
士兒子梁世偉、女兒梁
安麗於 2014 年共同捐
贈。
梁國璋烈士1933年黃

埔軍校八期畢業，1937
年畢業於中央航校。1938年1月5日，梁
國璋第一次升空作戰，就炸中了敵人飛
機。隨着戰事的發展，梁國璋轉戰上
海、成都、武漢、重慶，多次炸毀日軍
機場、軍艦、指揮部，有記載的戰績達
到13次之多，先後獲得二等和一等宣威

獎章，並升任中國空軍第八大隊副大隊
長。在1941年2月份，他試飛新飛機，
飛機故障墜毀陣亡，年僅30歲。
紀念館表示，當時，更多的中國空軍
飛行員犧牲時只有20多歲，起飛往往就
意味着犧牲。

《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抗戰

勝利75周年到來之際，上海交通大學東
京審判研究中心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合作編纂的百卷本《中國對日戰犯審判
檔案集成》於9月3日在滬首發出版。

據介紹，當時，中、美、英等在日本東
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主要戰
犯（A級戰犯）進行審判。與此同時，中
國在南京、上海等地對侵華日本戰犯進行
了大規模的軍事審判，成立了戰爭罪犯處

理委員會專職處理審判相關事宜，審判涉
及日本戰犯多達2,000餘人。
與這些審判相關的歷史檔案共有563

卷、約5萬頁，內容翔實豐富，包括戰犯
處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各類法律文書文

件檔案材料、審判記錄、戰犯名冊、公
審日本戰犯照片等，是迄今所見最為完
整、全面的中國戰後審判文獻。
歷時4年之久，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

研究中心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
將這些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檔案加以整
理研究，以彩色影印的形式，由上海交
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專題展展出中國空軍照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翻拍

■■南京學生參觀南京學生參觀《《和平的榮光和平的榮光——抗日航空英烈抗日航空英烈
文物文物、、檔案專題展檔案專題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美軍米奇·戴安波羅士
兵的血符。 受訪者供圖

■昨日，「惠州人民抗日戰爭歷史圖片展」在
葉挺將軍的家鄉—廣東惠州市博物館開幕。

中新社

■■昨日上午昨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75周周
年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儀式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年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儀式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