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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经表决，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这一天作为抗战胜利纪
念日，却由来已久。

1945年9月3日，那是日本在投降协议书上
签字后的第二天，全国各地放假三天以示庆
祝，当时的报纸 《国民公报》 这样记录当时的
场面——

“远远的是军乐队奏着‘联合国歌’，渐渐
地出现了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像一道洪流，在
人造的两岸缓缓流过。于是我们看见两瓶杜松
子酒，看见五丈来长的游龙，数不清的同业公
会，雄纠纠的武装队伍。在这里面，服装整洁
的海军，最受欢迎，流浪人多年没有看见海，
现在又引起他们对海洋的憧憬……”

那时正在重庆参加会谈的毛泽东，专门为
《新华日报》 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
解放万岁！”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九三学社”，就
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日，在这一天由“民主科
学座谈会”更名而来。一年之后，当时的国民
政府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抗
战胜利纪念日。

1949年 12月 23日，新中国所公布的统
一 全 国 年 节 和 纪 念 日 放 假 办 法

中，曾以 8 月 15 日为抗
日 战 争 胜 利

日 。 但 之后颁布的 《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的通告》中，却提出了更改为9月3日的

理由——“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
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

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应改定为9

月 3

日。”
1999年 9月 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将9月3日作为
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做法。

2014年，我国首次以最高立法机关表决的
形式，确立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分析人士认
为，这一做法将纪念日的安排从行政规定上
升为国家意志，在法理层面更加权威，也
更体现制度化。

除了确定纪念日外，中国还多次
在 9 月 3 日举办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1995年与2005年的这一天，因为
恰逢 50 周年和 60 周年，庆祝
活动均在天安门广场及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

“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南京大屠杀都
是回顾历史、纪念
抗战的日子，9月3
日有什么特别的
意义吗？”，“为什
么抗战胜利纪念
日不是 8 月 15 日，
日本不是这一天
宣布投降吗？”，这
些网友们曾经提
出的许多疑惑，在

这里都被一一解开。
今 年 8 月 15

日，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
明确表示，9 月 3 日
中国将迎来抗战胜
利 69 周年。届时，
中国政府将举办纪

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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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9
月 3 日 是 全

国 人 大 正 式
通过“两日”决

议后的首个抗
战胜利纪念日，

受 到 国 内 外 瞩
目。在我们铭记胜

利的时刻，更不应
忘记弘扬中国人民

不屈不挠的精神和
决心，还要向老战士

致敬。
但在8月15日日本

投降日，日本政界却又上
演了一场拜鬼的闹剧。

“8·15”日本战败日，
当天上午，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通过代理人自费向靖
国神社献上了“玉串料”（祭

祀费），另有多名内阁大臣和
80多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晋三自2012年就职以
来，曾多次表达与中国、韩国领

导人对话的意愿，但其参拜靖国
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一系列

做法，为双边对话制造了障碍。
69 年前的这个时候，日本裕仁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
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却并未出

现“投降”字眼。直到今天，日本对“8·
15”的称呼仍未统一。在讨论会中，它常

以“战败日”出现，而政府和媒体则通称
这一天为“终战日”。

亚洲各国人民经常不解，为何日本对
于侵略战争失败这一天称为“终战日”？为

何会有那么多的人胆敢公开否定南京大屠
杀、强征慰安妇等各种战争罪行？

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
都在继续追究纳粹犯罪分子，搜查嫌犯案超过

了10万件，其中6000多件被判决有罪，但在日本
是零。实际上，东京审判放过了“731”部队人体实

验、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等大量战
争罪行。直到现在，日本人对本国罪犯的审判都是

零。一些右翼连东京审判的成果都想篡改和否定。
其实人们早已看到，69 年前，日本的投降意图

并不纯粹，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并不彻底。因此，军国
主义形式上被粉碎了，但逃避责任的恶习却留下了种

子，如今长成了蔓延的右倾化荒草。
69 年后，再度回望“8·15”，历史的记忆仍如此鲜

亮。自那日起，亚洲各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中获得
解放，人类从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得到解脱。自那日起，积

贫积弱的亚洲走上了民族独立与繁荣发展之路，而抗战胜
利日，正是这所有一切的原点。

美国在战后允许日本保留了天皇制，也没有对军国主
义进行彻底清理，还允许一批昔日的军国主义分子掌管日本

政府。这导致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还妨碍了对
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近年来，一批在战后出生、缺乏

正确历史观的政客接管了政府，其中有不少人还是著名军国主
义分子的后代（如现任首相安倍），他们的祖父辈曾是当年那场

侵略战争的主导者或参与者。所以，他们不但不愿认罪，反而一再
掀起历史翻案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可以想象一下，倘若德国政府高官公开否认种族大屠杀、美化
纳粹统治，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估计不仅国际社会不会答应，德国

国内民众也不会答应。
日本越是选择遗忘和否定历史，中国就越发要刻骨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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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国的教育体系
中，有爱国主义教育，有
革命传统教育，有国耻教育，应该
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中国抗日战
争纪念馆原馆长王新华多次公开表示，“抗日战争≠
国耻”。

在王新华看来，国人一提起抗日，总会想起“九一八事
变”、南京大屠杀等国难当头的日子，想起日寇铁蹄的蹂躏以
及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但是，胜利的日子一定要大张旗鼓地
庆祝。牺牲了多少人，发生了多少惨案可不是战争胜利的标
志。”

“中华民族过去被人形容成一头睡狮，就是在抗日战争当
中醒过来的。抗日战争的成果至今我们还在享受着。抗战胜利
日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光辉的日子，我们应该很好地去纪念

它、去庆祝它。”王新华表示。
在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里，全国人大

常委会专门为此做了解释。
“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

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
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

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
基础”，这些话语，明确地

表达了我们所纪念
的 ， 是 一 场

胜

利 。 而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则是设立抗战胜利
纪念日的重要目的，这一点也颇具现实意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王泰平表达了
对抗战突出“胜利”纪念
的看法。“抗日战争的胜
利是中国近代以来从衰
败走向兴盛的起点，这
告诉我们只要团结一
心，任何困难都可以
克服。”

“当前，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在
经历 20 世纪以来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
基础上将进一步
前行，处在承前
启 后 的 关 键 时
期 。 前 途 光
明，但也有不
少困难。而对
于 胜 利 的 回
顾 能 够 帮 助
我们寻找前

进的信心和动力。”王泰平如是说。
对胜利的纪念，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李巍看来，也是符合十八大提出
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
制度自信的恰当做法。他告诉本报记者，过
去，国人对近代史的记忆总是苦大仇深，
难免有自卑情绪；而现在中国人需要更加
开放、更加自信地面对世界，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大国国民。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开放，国民
心态一定程度上也需要跟着转变。”李巍
表示，对胜利的纪念就是要鼓舞人心、

振奋精神，扫去过去苦难和落后带
来的阴霾，塑造昂扬的姿

态和奋发向上的
面貌。

19451945年延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年延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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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名
为《中国，被遗忘的盟
友》的书中，牛津大学教授拉
纳·米特认为，长期以来，西方人眼中
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的抗击
法西斯的战争，但亚洲战场上中国对日本
的阻击、牵制，以及因此而付出的重大牺

牲，却因种种原因被西方人遗忘。
在书中，米特呼吁，西方应当重新记

起中国这个“被遗忘的盟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也以胜利者的
身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活动中。

胜利纪念日应该如何庆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已有的经
验来看，各国的胜利纪念日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从政府到
人民都积极参与其中，形式宏大而壮观。

在英国，王室与内阁成员会共同出席纪念活动，检阅皇家骑
兵卫队。在60周年纪念时，更是于白金汉宫安排午宴盛情款待二
战老兵，并用老式飞机表演，空投100万朵鲜花，场面盛大而感人。

在美国，民众会在当天自发来到纽约时代广场，集体上演表
达激情与兴奋的“胜利日之吻”，还在今年专门揭幕了“胜利之吻”
的雕塑，以纪念1945年胜利日时，水兵与女护士的那一幕经典的

“世纪之吻”。
在法国，胜利日当天会在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盛大的

阅兵式，由总统在骑兵和摩托车共和国卫队的环绕下亲自检阅，
场面十分隆重。

相比于其他国家，俄罗斯对胜利日的庆祝更为宏大。被称为
卫国战争纪念日的 5月 9日，是全俄罗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日
子。

“从5月1日开始，全国会持续休假10多天以庆祝二战胜利，
而 5月 9日则是庆典集中的最高潮部分，可以说是超级大庆典。”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俄

罗 斯
研 究 中 心 学
者、莫斯科大学政治
学博士郑润宇曾亲眼见过俄
罗斯在那一天庆祝的盛大场面。

据郑润宇描述，纪念日当天，所有城市
都在中心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幸存的二战老兵更
是盛装打扮，挂满象征胜利和荣誉的勋章出席活
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盛大的阅兵式上，场
面高亢激昂。尽管人们也会表达对战争中苦
难和牺牲的难过与哀伤，但主旋律还是自豪
与喜悦。“旗海飞扬的街道上，有人载歌载
舞，有人在露天酒吧开怀畅饮。而晚上更
是烟花璀璨，火树银花。”

这些国家的纪念活动不但面向国
内，也广泛邀请各国人士，彰显国际
意义。例如，法国在诺曼底战役登陆

60周年和70周年的庆典上均邀请多国元首和政府
首脑参加。而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和60
周年时，我国时任国家领导人也曾参加。

今年 5 月，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俄罗斯总
统普京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明年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周年，中俄要共同举行庆祝和纪念
活动。中俄两国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致力于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
国际秩序。

“胜利日的庆祝不只可以提升
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也向世界
表明，本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李巍
认为，在欧美学术界和公众
认知中，中国在二战中的作
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
种 情 形 下 更 需 要 庆 祝 胜
利。“与本国单独庆祝相
比，跟国际社会一道合
作举办活动更能引起
世界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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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各界人士在南京纪念抗战胜利各界人士在南京纪念抗战胜利6969周年周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韩瑜庆摄摄

“9·3”

翻开泛黄的旧报
纸，1945年9月3日的
重庆，纪念抗战胜利的场
景仍历历在目。

电力公司拉响解除警报长
音，轮船汽笛长鸣达 10 余分
钟；军舰上，101 响礼炮响彻云
霄；彩灯高挂，锣鼓喧天；数万人自
发参加声势浩大的庆祝胜利大游行……
人们的喜悦写在脸上，挂在心头。

关于抗日战争，我们习惯了纪念苦
难，铭记国耻，不忘那一寸山河一寸血
的艰难岁月。但不容抹去的是，在那浴
血奋战的8年过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最
终的胜利，结束了百年的国耻。正是胜
利，让中国人有了站起来的基础。

如今，69年过去，这一非凡的日
子依旧让国人心情激荡。

从今年9月 3日起，中国以法定
纪念日的名义，纪念这场伟大的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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